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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黄小东

心系群众疾苦 倾力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小夜校”积聚振兴“大能量”
——驻错久村工作队开展订单式教学让群众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林芝市首个物业缴费移动

支付平台成功建成并运行

朗 县 62 名 农 村 基 层

干部赴山东培训学习

“走，去‘夜校’听课去！今天‘夜校巾

帼 班 ’开 课 ，这 是 为 了 让 咱 妇 女 同 志 更 好

地 学 到 新 知 识 ，特 地 办 的 。”夜 色 初 上 ，嘎

姆边跟同伴说着，边小跑前往村公房。

今 年 来 ，工 布 江 达 县 错 高 乡 错 久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一 改 之 前 只 是 简 单 的 一 间 屋

子 、几 张 桌 椅 、若 干 听 众 ，做 做 样 子 的 学

习 方 式 ，积 极 探 索“ 农 牧 民 夜 校 ”教 学 新

方 式 ，坚 持“ 群 众 点 单 、支 部 接 单 、夜 校 开

单 ”的 订 单 式 教 学 新 模 式 ，真 正 让 群 众 学

有 所 得 、学 有 所 用 ，让“ 农 牧 民 夜 校 ”开 出

更 多 的 花 、结 出 丰 硕 的 果 ，照 亮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

错久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说，“夜校”办

得 好 不 好 ，最 终 还 得 由 农 牧 民 群 众 说 了

算，若只是每天传授不实用的东西，“只搭

台不唱戏”，老百姓们觉得不管用，那么就

是形式主义。因此，驻村工作队通过入户

走 访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摸 清 群 众 当 前 生 活

现 状 和 需 求 。 同 时 ，通 过 微 信 群 、短 信 和

电 话 ，积 极 动 员 农 牧 民 群 众 为 学 习 内 容

“点单”。

村 里 的 普 巴 是 一 名 常 年 外 出 务 工 人

员 ，最 近 他 有 些 烦 恼 ：“ 前 些 年 ，出 去 找 个

当 服 务 员 的 工 作 ，非 常 容 易 ，只 要 人 勤 快

就 行 。 今 年 ，好 多 饭 店 、餐 馆 都 招 的 是 汉

语 好 的 ，不 会 点 日 常 汉 语 用 语 ，听 不 懂 客

人 说 什 么 ，工 作 挺 难 找 的 。”为 此 ，普 巴 找

到了驻村工作队，表达了自己想学汉语日

常 用 语 的 意 愿 。 这 是 工 作 队 收 到 的 第 一

个“订单”。

随 着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知 识 储 备 不 断 增

加、需求不断增多，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

陆陆续续收到了群众各种各样的“订单”。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通过对收集的“订

单 ”进 行 系 统 全 面 分 析 ，发 现 了 一 个 共 同

点：村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的不多，能

熟练运用国家通用文字的更是寥寥无几，

语言关挡住了许多想外出务工致富群众的

路子。

于是，驻村工作队决定从最基本的日

常用语教起，以农牧民需求为出发点、着力

点、落脚点，调整课程安排，使课程设置更

加贴合农牧民实际，将“农牧民夜校”打造

成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党史学习、政

策法律普及、日常知识普及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学习平台，及时给群众带去

知识和服务，让人们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实际生活中，在找工作就业方面能转化为

生产力和实际收益。

7 月份，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的努

力下，错久村“夜校”正式开课。驻村工作

队按照需求导向、分类实施、注重实效的原

则，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国家通用语言、

党的惠民政策、基本法律常识等方面的教

学。

“夜校”利用“课前十分钟”宣讲党史小

知 识 、小 故 事 ，不 断 提 升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效

果；利用文明词汇讲解，引导群众自觉摒弃

生活陋习，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利用

夜校“巾帼班”，促使妇女同志增强自我发

展，充分发挥好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利用

民法典小讲堂，教会农牧民群众用法律手

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利用政策知识宣

读，帮助群众了解低保标准、申请资格和办

理流程。

截至目前，错久村“夜校”授课国家通

用语言培训 40 场次，讲解政策法规、党的惠

民政策、文明健康 5 场次、宣讲党史知识 10

场次、“巾帼班”开课 5 场次，受教群众 700

人次。

通过近几个月的学习，外出务工人员

普巴说：“自从上课以来，跟着驻村工作队

慢慢学习交流，我学了很多知识，现在基本

的 日 常 交 流 能 听 懂 了 ，找 工 作 基 本 没 问

题。我还想在‘夜校’学点法律知识，以后

外出打工肯定用得到。”

今年 54 岁的阿迟是“夜校”年龄最大的

学员，聊起村里的“夜校”，他兴奋地说：“过

去，大家白天都不在家，想聚起来都难。晚

上的时候，大家要么守在电视机前，要么就

早早睡觉了。现在有了‘夜校’，晚上没事

儿大家伙聚在一起，学习讨论一下，既学到

了东西，生活也更丰富了。”

今年九月的一天，正在广东休假的工布江

达 县 江 达 乡 太 昭 村 大 学 生“ 村 官 ”兼 第 十 批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员 黄 小 东 接 到 了 村 支 部 书 记 加 央

曲扎的电话：“小东，村里的村民次成眼角膜出

问 题 了 ，在 拉 萨 和 林 芝 看 了 后 ，医 生 都 建 议 去

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眼科中心治疗，治愈的几率

较高，但他从未到咱们区外过，人生地不熟的，

你 看 你 在 广 东 那 边 方 不 方 便 带 他 去 医 院 看

看。”经了解，黄小东知道次成的眼睛此前因外

物刺伤患病，但是由于医药费的问题和西藏医

疗 水 平 限 制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很 好 的 医 治 。 因

此 ，江 达 乡 太 昭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与 村“ 两 委 ”商

量 ，就 次 成 治 疗 眼 睛 一 事 ，由 村 委 组 织 进 行 自

发捐款。次成在拿到乡亲们的捐款后，医疗费

用 的 问 题 算 是 解 决 了 ，可 林 芝 到 广 东 3600 多

公里，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次成刚舒展的眉头又

紧皱了起来。

“放心吧，咱们驻村工作队先帮你看看最近

的机票，把出发的日子先定下来，刚好我还在广

东休假，我看了一下从我家这边去广州机场接

你大概坐高铁加地铁也就 7 个小时，出发的日

子定下来后，我提前一天在广州等你、接你，你

不 用 担 心 。”黄 小 东 在 电 话 中 对 次 成 说 。 听 到

这，次成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放了下来。为保

证次成的顺利就医，太昭村驻村工作队提前与

林芝医保局、中山大学附属眼科中心等多方面

进行了沟通。

在驻村工作队副队长陈昕帮助下，次成顺

利的订好了飞往广州的机票，在航班抵达前两

个小时，自掏腰包前往广州的黄小东早已在机

场等候，接到次成后，便与其一同乘坐地铁前往

医院就诊，在医院内得知专家号需提前一周在

APP 上预约才能挂的上号，想到次成的家庭并

不富裕，治疗费还是由乡亲们共同捐款得来的，

要是一周后再治疗，一是眼睛的问题耽误久了

不行，二是得白白浪费钱在住酒店上面了。想

到这，不愿放弃的黄小东在医院内奔波了八个

小时后，终于找到了眼角膜科主任顾教授。经

过一番沟通，顾教授在了解次成的情况后，愿意

为其免除 800 元的挂号费进行免费看诊。经过

8 天 的 用 药 治 疗 ，次 成 那 原 本 已 经 看 不 清 东 西

的眼睛重获了光明。“驻村就是要把村里的乡亲

们都当自己的亲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是驻村

工作队义不容辞的责任，群众每一次向我们求

助，都是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我们也会继续坚定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初心，肩负起驻村工作队

的使命与担当。”黄小东如是说。

卓玛次仁，米林县卧龙镇塘崩巴村人。2018 年

开 始 接 触 抖 音 自 媒 体 平 台 ，2020 年 开 始 ，抖 音 平 台

关注量激增，目前粉丝数量 11.9 万人，作品获赞量高

达 184.4 万次，成为当地甚至全区的著名网红之一。

自 2020 年 在 抖 音 短 视 频 平 台 走 红 之 后 ，卓 玛

次 仁 一 直 在 抖 音 平 台 上 推 介 自 己 家 乡 的 土 特 产

品 、风 土 人 情 和 分 享 自 己 的 生 活 点 滴 ，观 众 流 量 陡

然 上 升 ，个 人 收 入 也 随 之 增 加 ，生 活 逐 渐 变 得 宽

裕 ，不 仅 自 己 买 了 新 车 ，还 开 了 洗 车 店 ，日 子 过 得

越 加 红 火 。 卓 玛 次 仁 时 常 说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 除

了 自 身 的 努 力 拼 搏 外 ，更 多 的 是 党 和 国 家 提 供 的

好 政 策 和 大 力 关 怀 ，才 能 让 边 疆 小 村 子 的 群 众 过

上小康生活。”

“塘崩巴村的山水养育了我，吃水不忘挖井人，

如 今 条 件 好 了 、生 活 美 了 ，我 一 个 人 富 裕 了 还 远 远

不 够 ，只 要 大 家 需 要 帮 助 ，我 会 尽 最 大 能 力 去 帮 助

和 带 动 身 边 的 困 难 群 众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发 挥 光 和

热。”卓玛次仁说。

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卓玛次仁自掏腰包走访慰问村里的 20 名困

难 党 员 和 群 众 ，给 他 们 送 去 慰 问 金 4500 元 ，她 说 ：

“作 为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我 应 该 竭 尽 所 能 帮 助 身 边 的

同胞，大家过好了，我就开心。”

最近，在得知卧龙镇仙村“三岩”搬迁群众扎西

拉 珍 身 患 白 血 病 、家 庭 困 难 、无 法 承 担 大 额 医 疗 费

用 的 情 况 后 ，卓 玛 次 仁 利 用 网 络 平 台 帮 其 筹 集 社

会 各 界 捐 款 14000 余 元 ，用 于 付 清 部 分 医 疗 费 用 ，

卓 玛 次 仁 利 用 网 络 优 势 ，力 所 能 及 地 帮 助 患 病 群

众减轻负担，得到了卧龙镇乃至周边乡镇群众的一致好评。

卓玛次仁也时常操心村里公共设施的安全性，卓玛次仁出行时发现村里

2 处井盖松动，且位置十分显眼，常有小孩在周边玩耍，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卓玛次仁便主动联系施工单位维修井盖，共花费维修费用 1000 元。

“卓玛次仁年纪不大，但是格局很大，在抖音短视频走红后，她积极推介

家乡的农牧产品，帮助群众增加致富渠道，同时也不忘时时刻刻关心身边的

困难群众，是一名了不起的年轻党员。”塘崩巴村党支部书记普布次仁说。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通讯员 谭猛）近日，由国家农业农

村部主办的西藏朗县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顺利结业，朗县的 62

名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参训。

培训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

略大局和朗县农牧特色产业布局需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选

点精准、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针对短板弱项，为朗县在发

展方向、观念思路、经验路径等方面提供宝贵的可学习、可参

考、可复制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朗县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

素质和农村工作水平。

培训期间，学员先后在济南、寿光、潍坊、青岛等地，参加专

题讲座 3 场，深入 6 个乡村、1 个园区、1 个试验区现场教学 8 场，

通过授课培训、现场观摩、亲身体验、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重

点学习现代乡村治理、特色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园区建设等，使

学员对现代化农业农村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我国的现代化农

业体系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特色鲜果品牌建设、畜牧养殖集

群化建设等情况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更深入的理解。

此次赴山东省培训考察活动，为朗县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提

供了成功样板和经验启示。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即日起，您只需要打

开中国银行手机 APP，进入‘生活缴费’、进行‘定位’、输入物

业公司给您的‘编号’，即可查询每个月的物业费用明细，勾选

要缴纳的费用，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林芝市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缴费的业主讲解物业“云缴费”

操作流程。

据了解，“云缴费”是人行林芝市中支联合中国银行林芝分

行，与西藏林芝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的物业缴

费移动支付平台，不仅标志着林芝市正式实现了物业缴费智能

化，也标志着在人行林芝市中支、中行林芝分行等多方努力下，

又为林芝市移动支付便民场景建设注入了新的内涵。

体验过物业“云缴费”的业主们表示，“云缴费”只需要拿出

手机动动手指，就能查询物业账单并快速完成物业费的缴纳，

整个过程耗时很短相当便利，相比以往的东奔西跑自行去小区

物业上门缴费的模式，实在是太方便了。

此次搭建的物业“云缴费”移动支付平台，流程更快捷，项

目更透明，不仅打破了传统线下收费耗时、账务核对困难的壁

垒，还因其操作简单易懂、安全高效，对包括老年人群体在内的

各年龄层次业主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移动支付的便利服务。

下一步，人行林芝市中支将与驻林芝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展开深度合作，继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支付为民”等

实践活动，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在林芝市范围内创新打造

各种场景下的便民、亲民、惠民移动支付服务新模式，努力为市

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安全的支付服务。

为有效缓解民（辅）警工作压力，提高民（辅）警心理素质和

综合调适能力，确保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良好的精

神状态，近日，波密县公安局组织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辅导活

动。课堂上，教官先是讲解了心理健康的含义、亚健康的特征，

以及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随后，通过组织实施注意力训

练、与学员现场交流互动、体验转移注意力、音乐放松、心理压

力测评、想像放松、团体游戏信任背摔等活动引导学员们做心

理减压。最后，针对学员们家庭压力、工作压力等提出了多项

减压建议。

图为民（辅）警进行团体游戏信任背摔活动引导学员们做

心理减压。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胡冰杰 摄

网
红
卓
玛
次
仁

传
递
正
能
量

共
赴
小
康
路

本
报
记
者

张
猛

本
报
通
讯
员

陆
小
英

“ 察 隅 珞 巴 族 义 都 服 饰 ”，是 察

隅珞巴族义都部落的人们在生产生

活 中 创 造 出 来 的 服 饰 文 化 ，具 有 浓

郁 的 地 方 特 色 ，表 达 了 察 隅 地 区 珞

巴群众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幸福的

渴望。为了加强对珞巴义都文化的

保 护 和 传 承 ，林 芝 市 文 广 局 驻 察 隅

县 西 巴 村 工 作 队 积 极 协 调 ，在 充 分

调 研 和 征 求 群 众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拟

对 当 地“ 珞 巴 义 都 服 饰 ”和“ 珞 巴 义

都 歌 谣 ”两 个 项 目 逐 级 申 报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项 目 ，旨 在 能 够 更 加 有 效 地

进行保护、传承和弘扬。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珞巴义都

服饰进行音视频采集。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保护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