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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7月 13日讯（梁兰）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和自治区政府关于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通知精神，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切实保障好城乡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有关要求，近日，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各市地要扎实做好低保等基本生

活救助工作，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增发一次性生

活补贴 600 元。即从 2022 年 6 月起，每人每月发放

200 元连续发放 3 个月。密切关注物价变动情况，

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通知》要求，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

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

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

围的，经本人申请，按规定及时给予临时救助金，帮

助其渡过生活难关；要加大对生活困难未就业大学

生等群体的救助帮扶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

临时救助等相应帮扶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各市地要加强摸底排查，及时发

现救助需求，跟进实施救助帮扶。充分利用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强化对低收入人口的监测

预警，对发现的困难群众及时干预、精准救助、综合

帮扶。 （下转第三版）

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

在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凯玛村，有一

片由油菜花和披碱草共同构成的草场。

盛夏时节，七千亩的油菜花竞相盛开，成

为碧绿羌塘草原上一片金灿灿的风景。

谁能想到如此美丽的草场，40 多年前

竟是一片荒石滩！

当年，这片寸草不生的荒石滩不仅无

法放牧，还经常是大风一刮，尘土漫天，让

当地牧民苦不堪言。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地干部决定带

领牧民人工种草，誓要把这片荒石滩变成

绿草原。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一击。

这片荒石滩的石头似乎永远捡不完，

捡走了一层，土一翻，又是一层石头，草却

始终长不出来。

但是，坚韧的那曲干部群众并没有放

弃。石头多，那就一层一层地捡，直到在

旁边堆成小山；草长不出来，那就一边改

善土壤环境，一边换牧草品种接着种。大

家坚信，石头总有捡完的一天，草也一定

会长出来。

就这样，一代一代干部群众一边捡石

头，一边试验人工种草。

慢慢地，草真的长出来了。

一开始是零星长在石头缝里的小草

芽，后来逐渐长成了半人高的牧草，又一

点一点连成片。

在当地干部群众连续 40 年的不懈努

力下，这片荒石滩终于变成了如今的绿草

原。

特别是 2017 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嘎

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加入凯玛村

群众的人工种草试验。自此，这份种草事

业 有 了 专 业 科 技 人 员 和 现 代 技 术 的 支

持。 （下转第二版）

7 月，当绿意浸染了杰罗布的牧

场，汇聚的溪流将大地勾勒出孔雀腾

飞的模样。

索朗群培扬着鞭子，吆喝着把牦

牛赶往牧场深处。一转身，升起的太

阳照在他沟壑纵横的脸庞，也照在牦

牛 肥 壮 的 脊 背 上 。 索 朗 群 培 心 想 ：

“杰罗布最美的季节，又到了。”

1995：兄弟齐心走边关

1995 年，索朗群培和明久扎西赶

着牦牛，从拉郊乡出发，连续翻越切

公拉山、冷母公拉山两座大山，走了

两天山路，来到杰罗布。

杰罗布地处山南市洛扎县拉郊

乡边境一线。这里海拔超过 4300 米，

没有房子、没有住户，他们把帐篷扎

在马家塘牧场，每天徒步到山上捡干

柴 ，到 河 边 背 溪 水 ，到 哨 点 巡 山 、赶

牛。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

们整整在杰罗布待了 27年。

杰罗布高山嵯峨、草甸漫坡、松

林 接 天 、溪 流 广 布 ，印 度 洋 的 暖 湿

气 流 把 这 里 变 成 人 迹 罕 至 的 世 外

秘境。

这里虽奇峻壮丽，但位于喜马拉

雅山脉南麓，交通极为不便，是拉郊

人夏季放牛的牧场，鲜有住户长期定

居。直到索朗群培和明久扎西的到

来，这片美丽国土，从此不再孤独。

杰罗布苦寒，在这里生活，不仅

要忍受“失联”般的寂寞，还要小心棕

熊、花豹的“造访”。然而，这一切并

没有吓倒兄弟俩。不管是冬季大雪

封山，还是夏季雨雾绵绵，他们始终

守在杰罗布，一同放牧巡边，还用随

身携带的红油漆，在石头和松树上涂

画五角星。

27 年了，索朗群培和明久扎西两

兄弟都已是沧桑老人，但他们放牧巡

边的身影仿佛是印刻在山谷间的点

点星光，把杰罗布照亮。

2012：扎下根基是家园

“走吧，那里水也好、草也好，牛

儿吃了能长膘。”“但那里风太大、雪

太厚，掉到雪堆找不着。”

“走吧，那里的杜鹃开成了海，红

花黄花任你摘。”“但那里山太高、路

太险，跑断双腿没人烟。”

（下转第二版）

“杰罗布是我们永远的家”
本报山南采访组

总投资 4650 万元的宁波路改造提升工程让比如县

城居民出行不再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募集计划外资金 1000 万元捐建的比如县镇海双语

幼儿园有效改善了当地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现状；

9 个景点深入改造项目为比如县旅游业发展带来

新的增长点；

……

翻开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宁波、绍兴工作组

干部的工作记录，一组组数据记录着比如农牧民群众

日益增强的获得感，一项项援藏民生工程见证着农牧

民群众持续提升的幸福指数。

2019 年 7 月以来，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宁波、

绍兴工作组以更加贴近比如实际、更加体现浙江特色

的思路和举措，扎实推进教育、医疗、产业等事业发展，

用“浙”速度在藏北羌塘草原创造奇迹，让一个个“不可

能”逐步变成“现实”。

医疗援藏：县外转诊率由90%降至36.5%

5 月 22 日，在比如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宁波援藏普

外科副主任医师曹科的示范带教下，比如县人民医院

首次成功开展“痔疮套扎手术”，填补了比如县普外科

开展此类手术的空白。

这是浙江省第九批医疗援藏工作取得的成果之

一，也是宁波工作组以群众得实惠为落脚点，缓解农牧

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又一成功实践。

近年来，在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宁波工作组

的无私援助下，比如县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主

线，着力破解农牧区医疗事业发展难题。宁波工作组

立足比如实际，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募集计划外资金

380 万元，成立了那曲市首个医疗教育培训基地，为导

师带徒、远程教学、远程会诊等提供阵地保障；打造了

“胃肠镜诊疗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等 8个新学科，购置

了 CT、核磁共振、高端胃肠镜等医疗设备，比如县人民

医院硬件软件设施水平全面提升；出台引进医学紧缺

人才管理办法，截至今年 4 月，共招聘区外各类人才

143人；利用援藏和医联体等帮扶渠道，先后选派 100余

人次本土医技人才到浙江、山东等区外三级以上医院

进修学习，给比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成立

“天路医行”志愿服务队，把健康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

口，截至目前，已进行巡回医疗诊治 20 余次，服务农牧

民群众 8900余人，免费送药价值 5.4万元。

“近年来，在宁波工作组的支持下，比如县域医疗

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使县人民医院诊疗水平上了

一个新台阶；信息化、片区化让乡镇卫生院首诊能力

和健康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村医改革打通了农牧民

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农牧民也有了家庭医生。”比如县

人民医院院长达娃加才说，2020 年，比如县人民医院

成功创建县级二级甲等医院。目前，比如县人民医院

已经能够独立开展腹腔镜下胆囊切除、宫腔镜等微创

手术以及静脉曲张高位结扎抽剥等 30 余种常规手术，

全 县 县 外 转 诊 率 从 2019 年 的 90% 降 到 2021 年 的

36.5%。

教育援藏：推动优质资源向比如流动

3 年来，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宁波、绍兴工作

组紧紧围绕强基础、创特色、破难题、促交流等方面工

作，着力推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向比如传输流动。

比如县茶曲乡小学位于怒江峡谷间，现有在校生

296 名，因当地特殊的地理构造，学校饮用水一直存在

颜色偏黄、水质较硬、口感苦涩等问题，尤其是到了枯

水期，味道苦涩的水根本无法满足师生日常所需，学校

不得不组织师生到数里外的怒江边上去挑水。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援藏工作队积极和绍兴爱心

人士联系，筹集资金 10 万余元，专门用于给师生们购买

纯净水。

2020 年 5 月 4 日，当送水车抵达茶曲乡小学时，校

门口早就站满了等待的师生，至此，茶曲乡小学师生摆

脱了多年来喝不到干净水的苦恼。“我是土生土长的比

如人，从小就知道茶曲的水质不好，尤其当了校长之

后，看到孩子们的饮水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真是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这次，绍兴爱心水的到来解了学校用水

的燃眉之急。”望着眼前的 280 多桶纯净水，比如县茶曲

乡小学校长伦珠感慨万千。

其实，像这样的援助故事还有很多，为促进比如教

育均衡发展，宁波工作组联系爱心企业捐赠电脑等物

资，折合人民币约 250 万元；为解决比如一中学生冬天

没有热水的困难，绍兴工作组帮助比如一中修建了“爱

心阳光洗衣房”；

（下转第三版）

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宁波、绍兴工作组以更加贴近比如实际、更加

体现浙江特色的举措，扎实推进比如各项事业发展—

“浙”速度书写高质量援藏答卷
本报那曲采访组

本报拉萨7月13日讯（记者 王雅

慧）11 日，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

治区政协党组书记庄严主持召开分

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谈话会，听

取今年上半年各分管部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就下半年工作再

强调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第

十届纪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和王君正

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指示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推动管党治党全面从严从实，坚持不

懈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庄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推进

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为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

指南。王君正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一以贯之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

明确要求。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上来，坚决贯彻落

实自治区党委和王君正书记工作要

求，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政治定力，

坚 持 严 的 主 基 调 不 动 摇 ，深 化 不 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做实做

细 日 常 教 育 管 理 监 督 ，锲 而 不 舍 纠

“四风”树新风，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

治党推向纵深，坚定不移将反腐败斗

争进行到底。

庄严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在政治上更加忠诚可靠，在严

明纪律规矩上更加清醒自觉，在严守

反分裂斗争纪律上更加坚定坚决。

（下转第三版）

庄严在分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谈话会上强调

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拉萨7月 13日讯（记者 杨小娟 通讯员 李海星 德央措

姆）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车站获悉，

2022 年全国铁路暑运已于 7 月 1 日启动，持续至 8 月 31 日，期

间，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46.5 万人次，日均发送 7500 人次左

右。为提高客运能力，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拉萨车站周密

部署、统筹协调，全力做好旅客运输工作。

面对客流增长趋势，拉萨车站围绕“四保”目标任务，加

强 售 票 组 织 管 理 ，根 据 客 流 变 化 及 时 掌 握 旅 客 购 票 需 求 动

态，提前对客票系统、客运服务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客票

系统、客运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拉林沿线各站按照实际列车

到发时间，提前或延长售票时间，合理安排取票、购票、退票

改签、团体票等窗口功能分工，减少旅客排队等待时间。遇

客流高峰时，提前增开安检、售票、进站通道，提前开机检查

客运设备，确保设备运行良好。暑运期间，为组织旅客快速

出站、压缩旅客在站内停留时间，拉萨车站对出站闸机进行

移设，并结合列车运行图调整实际，对进、出站口照明设施进

行了维修、补充。

同时，积极增开列车，重点做好拉萨—西宁、拉萨—日喀

则、林芝方向运力安排，并于高峰线开行拉日、拉林动车组列

车，有效缓解运力紧张状况。

此 外 ，针 对 西 藏 班 学 生 集 中 进 、出 藏 实 际 ，拉 萨 车 站 加

强 与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联 系 ，争 取 运 力 政 策 ，确 保 运 力 。 同 时 ，

拉 萨 车 站 落 实 落 细 常 态 化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加 强 通 风 消 毒 和

卫生保洁，增加消毒频次；严格落实验码、测温防控措施，在

进 、出 站 口 增 派 人 力 查 验“ 双 码 ”，全 力 营 造 安 全 、放 心 的 出

行环境。

暑假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增强

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近日，西藏

公安消防总队林芝支队联合林芝

市林草局、公安局、教育局，来到市

属各中小学校开展以“党建引领聚

合力，防火宣传谱新篇”为主题的

森林草原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

图为消防员教学生使用灭火

器。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摄

防火宣传

进校园

昔日荒石滩 变身绿草原
—那曲市色尼区凯玛村群众40年人工种草记

本报记者 卞琳琳 高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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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图为凯玛村的孩子们在油菜花海里玩耍。

本报记者 卞琳琳 高玉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