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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太好了，学了 14 年的厨艺，

今年通过‘拉萨大厨’培育培训班，我终

于拿到了厨师证，有了厨师证不仅工作

好找了，工资也比以前高了许多。”来自

林周县唐古乡的 36 岁厨师多布杰说。

近 年 来 ，拉 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围 绕 拉

萨市委、市政府关于就业创业工作的决

策部署，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主动作为，

自 2020 年起开始承担“拉萨大厨”3 年培

育任务，聚力在政策落实上求实效、在解

决难题上出实招、在工作实施上促创新，

目前，2021 年“拉萨大厨”培育工作圆满

完成。

据拉萨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0 年，在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拉萨大厨”共举办 3 期

培训班，培育 100 人，其中，初级中式面点

师 30 人、初级中式烹调师 50 人、高级中式

烹调师 20 人。整体考核通过率达 96%，整

体就业率达 87%以上；培育的高级中式烹

调师，19 名学员鉴定合格并取得资格证

书，初步填补了拉萨市餐饮行业高级职业

技能人员的空白。2021 年，立足中高端餐

饮实用技能人才需求，共招生 130 人，分

别是中级中式烹调师 30 人、高级中式烹

调师 50 人、餐饮创业 50 人。

“2004 年，我踏上了学习烹饪的道路，

从最初的学徒到酒店厨师助理，经过几年

努力，我拿到了初级厨师证。今年，我参

加了‘拉萨大厨’培育培训班，通过 45 天

的培训，不仅开阔了眼界，还学到了许多

新技能，拿到了中级厨师证，我的工资从

以前的 6000 元涨到了 8000 多元。”来自堆

龙德庆区马镇的厨师旺久高兴地说。

为 坚 持 引 领 ，铺 好 就 业“ 致 富 路 ”，

2021 年 ，拉 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继 续 坚 持 政

府、承训机构、企业三方发力，通过餐饮企

业、餐饮协会、各县区了解掌握餐饮企业

用工需求，摸清拉萨市餐饮行业劳动力资

源和与之相应培训资源基本情况；聚焦本

地餐饮市场发展需求，探索建立以能力、

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实用人才标准，

通过订单教学、以赛代训、开设产业前沿

课程等方式架起“校门”直通企业的“立交

桥”，让技能人才有位、有为；完成中高级

中式烹调师 80 人培训工作，“拉萨大厨”

中高级人才队伍逐步形成。

拉 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为抓好培训，提升专业“硬实力”，培

育培训中，对承训方培训方式、培训内容

作出要求，要求培训机构按照“培育中”

“边培育边就业”“培育完成已就业”“现

有从业人员中提升培育”4 种情况实行分

类建档、登记造册；通过理论讲解、场地

实操、技能竞赛、岗位实践、参观学习等

方式，切实提高本土餐饮人才技能水平

和综合素质。拉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工

作人员每周对培训工作实施情况进行检

查和抽查，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后就业

信息真实，保证培训质量。目前，中级中

式烹调师培育班考核通过 23 人，通过率

77% ；高 级 中 式 烹 调 师 培 育 班 考 核 通 过

49 人，通过率 98%。

“现在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以前

在外打工每月工资为 4500 元，自从拿到

厨师证后，我在日喀则市一所技能培训

学校担任教师一职，每月除了固定工资

6900 元外，还有下乡支教补助，加起来一

个月可以领到 10000 元左右的工资。”厨

师多布杰说。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对输送到餐饮企

业的初次就业人员真实就业情况及时进

行跟踪和调查，建立实用技能人员培育

跟踪花名册，对辞职或被辞退人员再次

进行统计，进行“二次适岗”就业对接，通

过有针对性地继续培训与再对接，达到

稳岗就业基础保证。目前，中级中式烹

调 师 就 业 率 60%，高 级 中 式 烹 调 师 就 业

率 100%。

拉 萨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还 围 绕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要 求 ，优 化 自 主 创 业 环 境 ，推 动

多渠道灵活就业，帮助有创业愿望和创

业能力的学员自主创业致富，餐饮创业

培育从 2020 年仅有 10 人至 2021 年 50 人

创业，逐步实现了要我就业到我要创业

的 转 变 。 目 前 ，已 创 业 13 人 ，创 业 率

26% ，创 业 领 域 主 要 分 布 在 甜 茶 馆 及 藏

餐馆。

以技立岗 有位有为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圆满完成2021年“拉萨大厨”培育工作

本报记者 央金

小 厕 所 ，大 民 生 。 厕 所 关 系 着 人 民 生

活品质，展示着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服务，更

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近年来，拉

萨市公厕从收费改进为 24 小时免费开放，

并对公厕进行了人性化设备改造，制定了

完备的公厕管理相关机制，使公厕成了拉

萨市的形象窗口。

“今年下半年，孩子学校附近新建了一

座可移动的环保公厕。以前，鲁定中路西

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附近没有公厕，学生

上学途中或家长接送孩子时上厕所很不方

便。自从移动环保公厕投入使用后，我们

再也不用为上厕所的事而烦心了。新建的

移动环保公厕内挂衣钩、换气扇、照明设备

等一应俱全，为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西

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学生家长李女士满意

地说。

今 年 以 来 ，拉 萨 市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局 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行业

职能出发，立足城市环境卫生痛点、堵点和

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如厕问题，本着“全

面规划、合理布局、卫生适用、方便群众、水

厕 为 主 、有 效 运 行 ”的 原 则 ，最 终 选 定 8 处

列 为 2021 年 新 建 公 厕 项 目 计 划 ，项 目 于 5

月 20 日开工，历时 42 天，7 月 1 日完成建设

并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为 234.4 万元。

为 方 便 广 大 市 民 群 众 如 厕 ，今 年 8 座

公厕选址主要分布在水系公园沿线、滨河

公园内、商户集中区及学校附近，有效解决

了公园游玩散步、商户和接送孩子的群众

如厕难问题。公厕主体均采用装配式，可

搭接上下水，不仅结合了传统公厕可冲水

的优点，还结合了移动微生物公厕施工快、

环保节能、可回收及可移动等优点，同时，

设计了残卫间和残疾人专用坡道，外观充

分体现藏式特色，与周边环境完美融合。

建好便民“小厕所” 做足惠民“大文章”
—移动公厕为群众带来便利

本报记者 央金 刘斯宇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 实习

生 普尺）为 保 护 广 大 群 众 生 命 和 财 产

安全，增强广大群众安全意识，切实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近日，自治区应急管

理 厅 宣 传 处 联 合 城 关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

在城关区塔玛社区举办了安全文化进

社区宣传教育活动。

此 次 活 动 以“ 安 全 生 产 必 须 警 钟

长 鸣 常 抓 不 懈 ”为 主 题 ，宣 传 消 防 安

全、燃气安全、电梯安全、电器使用及

自 然 灾 害 防 范 、疫 情 防 控 等 日 常 安 全

知 识 。 活 动 期 间 ，相 关 人 员 传 达 了 自

治 区 关 于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精 神 ，观 看

了《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并进

行 安 全 知 识 培 训 、隐 患 曝 光 、问 题 整

改、经验推广、案例警示、监督举报、知

识普及等宣传教育活动。应急、公安、

卫 健 、消 防 等 部 门 通 过 设 置 咨 询 展 台

展板、发放宣传品、悬挂横幅、播放安

全 宣 传 片 等 多 种 形 式 ，大 力 宣 传 安 全

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安全应急知

识 等 ，解 答 社 会 公 众 关 心 的 安 全 生 产

问题，并现场播放警示教育宣传片，现

场组织基层监管人员及居民观看消防

火 灾 演 练 。 通 过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

进 一 步 树 牢 了 安 全 理 念 ，弘 扬 了 安 全

文化，普及了安全知识，增强了群众安

全生产意识。

拉萨市两岛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

负责人旦增绕巴说：“这次宣传教育活

动，增强了社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了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们要做到组织领导到位、

物资储备到位、应急抢修力量到位、值班值守到位、宣传引导到位，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多发之际，家庭用火用电量增加，消防人

员走村入户到塔玛社区居民家中排查安全隐患，向居民讲解用火、

用电、用气、疫情防范等知识。塔玛社区一组的居民尼珍说：“此次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我对用火、用电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平时

我也挺注重这些方面的，以后我会做得更好。”

此次安全文化进社区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群众安

全教育的主动性，增强了社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了社区群

众的防护能力，使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营造了全社会“关爱生命、关

注安全”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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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 通讯员 伊热）为积极

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现代化建设，近日，西

藏谐白灵技能培训学校揭牌仪式在娘热民间艺术团

举 行 。 自 治 区 文 化 厅 、自 治 区 藏 剧 团 、自 治 区 群 艺

馆、拉萨市文化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出席，并共同为

该校揭牌。据悉，成立该学校是拉萨市城关区娘热

民间艺术团为服务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质

量技能型人才、深化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新举措。

据了解，谐白灵技能培训学校位于娘热民间艺

术团院内，在建设过程中先后投入 230 余万元，设有

教 学 楼 和 综 合 文 化 活 动 室 ，其 中 ，教 学 楼 面 积 为

2500 多 平 方 米 ，内 设 电 子 商 务 操 作 室 、维 修 电 工 操

作室、计算机操作室、民族舞蹈理论室等 9 间教室，

可同时容纳 300 名学员。校内还配有学员宿舍、学

生食堂等配套设施，目前，有教职员工 20 人、后勤工

作人员 10 人。

“我们学校主要开展的技能培训有电工、厨师、

计算机、创业指导等内容，针对的培训对象比较广，

待 业 青 年 、农 牧 民 群 众 、在 岗 职 工 等 都 可 以 来 参 加

技能培训。”娘热民间艺术团副团长、谐白灵技能培

训学校负责人旦增罗布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仅

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还能缓解就业压力。从当前

的 就 业 形 势 看 ，人 才 市 场 不 缺 大 学 生 ，而 是 缺 有 技

术特长的工人。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开展系列技能

培训，让群众有一技之长，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

自主创业能力。

“ 技 能 培 训 是 实 现 劳 动 力 由‘ 体 力 型 ’向‘ 技 能

型’转变的重要途径，只要真正把培训搞好了，就业

难 的 大 学 生 、待 业 青 年 、广 大 农 牧 民 群 众 就 能 真 正

就业、就好业，也能真正转变身份，增加收入，创业

致富。”旦增罗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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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 者 格桑伦

珠 实习生 普尺）近日，拉萨市曲

水县举行第三期藏汉双语翻译

培训，该县 60 余名基层工作者参

加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在提高曲水县基

层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业务素

质和理论水平，促进曲水高质量

民族语文翻译队伍建设的同时，

还将为曲水县各行各业输送合

格的民族语文翻译人才。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收获颇丰，增长了很多知识，并

建议今后多组织类似培训，为高

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更好地

惠及群众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拉萨讯（记 者 格桑伦

珠 实习生 普尺）近日，拉萨市达

孜区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开工仪式在达孜区塔杰乡举

行。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800

万元，针对塔杰村、主西村现有

的 6000 亩土地进行高标准农田

整 治 ，新 建 取 水 口 3 座 ，新 建 干

渠 9007 米 ，新 建 支 渠 23514 米 ，

新建退水渠 100 米，新建渠系建

筑 物 975 座 ，购 置 农 家 肥 、标 志

标牌等。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

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夯实农

业 基 础 ，增 强 农 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抗灾能力和发展后劲，为达

孜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达孜区

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工

曲水县

培训基层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

近日，墨竹工卡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到日多乡、扎西岗乡、门巴乡

等乡镇小学、幼儿园，调研供暖、幼儿园综合用房、学生宿舍楼项目前

期工作推进情况以及校园安全生产工作。

图为调研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为切实提高广大劳动力就业能力水平，拉萨市各县区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培训质量和水平。近年来，拉萨市市场监管

局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主动作为，承担起了“拉萨大厨”3 年培育任务，聚力在政策落实上求实效、在解决难题上出实招、在工作实施上促

创新，“拉萨大厨”中高级人才队伍逐步形成。

图为培训人员在展示烹饪的作品。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一技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