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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纪委监委筑牢防疫监督网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通讯员 廖天冰 欧小苏 本报记者 王雨霏

自日喀则市疫情发生后，她坚持将

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

两岁半的女儿寄养在村民家中，始终坚

守在工作岗位。她就是拉孜县热萨乡

卫生院医生仲吉。

疫情发生时，仲吉第一时间向上级

申请防控物资，并召集 10 名村医，进行

分组，布置工作任务，并手把手传授如

何用手机进行核酸检测登记录入以及

个人防护相关知识等。在仲吉的带领

下，热萨乡卫生院第一时间组织医务人

员，深入各行政村、辖区企业开展核酸

检测，帮助热萨乡率先完成了第一轮核

酸检测。

疫情防控是工作任务，给群众看病

是职责使命。疫情期间，小孩生病、病

人缺药、老人摔倒、游客高反……对于

仲 吉 来 说 件 件 都 是 大 事 、桩 桩 都 是 急

事。“强公村的一个小孩生病了，孩子父

母很着急，能不能安排一名医务人员到

村里给小孩看病……”接到驻村工作队

的 电 话 ，仲 吉 决 定 自 己 跑 一 趟 。 经 诊

断，小朋友只是普通的感冒，仲吉宽慰

家长不要担心，叮嘱按时吃药、戴好口

罩、注意个人卫生。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为切实做好

隔离人员生活保障，仲吉建立隔离人员

微信聊天群，除按时保障一日三餐，还

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了解隔离人员

的生活需求，精神状态。同时，纾解隔

离人员心理压力，帮助隔离人员保持良

好的状态。

看着她疲惫的样子，同事们劝她回

去休息，她总是委婉拒绝：“我没事，现

在是抗疫关键时刻，我有责任有义务坚

守在这里。”

仲 吉 的 抗 疫 故 事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重大实践检验，作为

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政治任务，坚持

既督又战，强化政治监督，全力以赴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到哪里，监督

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自治区纪委监委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通过

电话提醒、微信通知、制发工作提醒函

等形式，督促被监督单位党组织和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切 实 担 负 起 疫 情 防 控 责

任，围绕疫情防控大局，跟进监督、精

准监督、全程监督，扎实履行监督保障

职责，推动疫情防控各项政策指令和

责任措施落实到位。

驻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细化疫情防

控工作监督重点及措施，立即对被监

督单位党委（党组）落实防疫主体责任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级党委（党组）

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

委有关工作安排是否坚决有力，看党

员领导干部能不能发挥“六个表率”作

用，看是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敷衍应付、

畏缩不前、擅离职守等问题；拉萨市纪

委监委组成的 25 个联合督导检查组深

入一线，重点围绕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核酸检测、市场保供等 5 方面问题进行

督导检查；日喀则市纪委监委协同市

委督查室、市委组织部等单位组成 11

个督导组，紧盯重点人员管控、流调溯

源 、核 酸 检 测 等 关 键 环 节 ，深 入 各 县

区、市直各部门开展“下沉式”“嵌入

式”督导检查，同时把在各县开展工作

的巡察组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力量，

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督促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火速集结、冲

锋在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阿里地区 70 余名纪检监察干部自愿

报名组成党员先锋队成立群防群控摸

底排查工作组，深入核酸检测点协助

医务人员维护秩序、收集信息、开展信

息咨询等；林芝各级纪委监委成立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全市 100 余名纪

检监察干部就地成为社区（村居）疫情

防控志愿者，用坚守和奉献守护群众

安康。

本报拉萨8月17日讯（记者 王香

香）17 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

主席，物资保障组组长肖友才赴西藏

高原食品冷链物流港、高新区标准厂

房仓库调研自治区级防疫物资储备

调度情况。

在调研现场，肖友才详细询问核

酸检测试剂、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

等物资入库、分发情况，了解物流配

送各环节流程，查看常温库、冷链库

等物资储备量、周边环境等，询问日

喀则市物资调运情况，并向坚守在一

线的物资保障人员表示慰问。

肖友才强调，要高度重视，压紧

压 实 主 体 责 任 。 按 照 自 治 区 党 委 、

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 至 上 ，将 疫 情 防 控 作 为 当 前 头 等

大事，精准测算物资用量标准，加大

动态采购力度，合理有序储备调度，

争 分 夺 秒 、保 质 保 量 完 成 防 疫 物 资

保 障 供 应 。 要 组 织 严 谨 ，盯 紧 盯 住

关键环节。坚持保紧缺、保重点、保

关键，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盯牢储备

调度各环节，加强闭环管理，确保物

资 安 全 稳 定 供 应 。 要 配 发 精 准 ，有

力 有 序 调 配 运 力 。 坚 持 保 循 环 、保

畅通、保运力，加强防疫物资的动态

管 理 、清 单 管 理 ，协 调 对 接 民 航 、铁

路 、公 路 等 部 门 加 强 运 力 保 障 。 要

加 强 管 理 ，落 实 落 细 基 础 保 障 。 目

前疫情防控工作风险大、难度大、任

务 重 ，要 持 续 加 强 人 员 管 理 和 仓 储

环境消杀，严格落实防控要求，确保

人员、物资和环境安全。

肖友才调研自治区级防疫物资

储备调度情况时强调

合理储备调度 有序调配运力

保质保量完成防疫物资保障任务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林芝市

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时，村委会的广

场 已 是 人 影 匆 忙 。 连 日 来 ，由 村“ 两

委”干部、支部党员、驻村干部和返村

大学生、留守本村有志青年等 20 余人

组成的通麦村红色抗疫志愿服务队，

高效有序完成了 5 场次共计 2000 余人

次的核酸检测。

通麦村红色抗疫志愿服务队是林芝

市众多抗疫志愿者队伍之一。近日，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林芝市各县区基层

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群众、紧紧依靠群

众，组建多种形式的抗击疫情志愿者队

伍，为战胜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各位在家党员、群众、大学生、退

役军人、代表委员，由于近日我区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我村又地处周边村落

的 交 通 枢 纽 处 ，防 控 工 作 更 为 重 要 。

为了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护我

们的家园和家人的健康安全，我在此

号召各位加入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共

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8 月 9

日，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太昭村驻村工

作队发出号召后，不少人应召加入疫

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兵分三路，有条不

紊地开展摸底排查、关卡管控以及物

资运输保障等工作。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在

这次疫情面前我们不能做一个看客，

我 们 守 护 的 不 仅 仅 是 本 村 村 民 的 健

康，也关系着后面几个村庄的安全。”

正在太昭村卡口值班村委会主任洛桑

次成说。

在墨脱县，各级党组织织密“外防

输入”防线，组建志愿服务临时党组织

55 个，成立疫情防控宣讲临时党组织

46 个，在防控一线设立党员先锋志愿

服务队 57 支，145 名驻村干部就地转为

驻村防控队员，扎实开展防控政策宣

传、入户排查等工作。此外，墨脱县在

保证机关正常运转下最大限度调配力

量加入基层抗疫，首批发动 36 家单位

83 名党员援助疫情防控任务较重、力

量缺口较大的人民医院、疾控中心，引

导 510 余名志愿者随时听从统一调度，

全面夯实基层防控力量，用实际行动

筑牢一道道“红色防线”。

奋战“疫”线 守护家园
—林芝市基层党组织党群联动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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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区 第 三 人 民 医 院 首 例
新冠核酸检测阳性孕妇顺利分娩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西藏本轮疫情发

生以来，阿里边境管理支队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发动全体干警向一线支援。

8 月 11 日，塔尔钦边境派出所因疫情滞留群众较

多，警力严重不足，需要立即支援。

“我愿意前往塔尔钦边境派出所进行支援。”阿里

边境管理支队第一批 10 人“增员小分队”主动请缨，第

一时间抵达塔尔钦边境派出所。

记者了解到，8 月 6 日以来，阿里边境管理支队党

委连续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发出《倡议书》，要求全体民警职工认清严峻形势、主

动担当作为，充分发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组织群众

的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疫情防控不留死角、不

出纰漏，全力以赴守好疫情防控底线。

“请有序排队、间隔两米，提前准备好藏易通、身

份证，戴好口罩，不要着急。”8 月 7 日，普兰县巴嘎乡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塔尔钦边境派出所党员先锋队做好

防护，前往辖区 3 组核酸采集点开展现场执勤任务，维

护现场秩序。

“师傅，您好，您是从哪里过来的？请出示行程卡、健

康码及核酸检测报告。”8月10日，在马攸桥边境检查站，

执勤民警对进入辖区的车辆进行询问排查、登记检测，同

时维护现场交通秩序，全力以赴阻断输入链条。

自 8月 5日以来，马攸桥边境检查站累计出动警力

165 人次，检查车辆 2789 台，总人数 9078 人，发放救援

物资泡面 300 余件、矿泉水 200 余件，忠诚守护着进驻

阿里的第一道“关卡”。

在每一个执勤任务中，党员身份就是“排头兵”。

该支队以“我是党员我带头，疫情防控我先行”的责任

担当，组织成立党员先锋队，配合驻地参与政策宣传、

隔离管控、秩序维护、排查登记、值班值守、服务群众

等工作，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紧要

关头站出来、顶上去。

疫情发生以来，林芝边境管理支

队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建立支队党委班子分片包干制

度，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争

当先锋，自觉当起疫情防控的“排头

兵”，让党徽在抗疫一线熠熠生辉。

图为林芝边境管理支队党总支

“党员先锋队”在进行疫情防控工作

动员。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我是党员，

我先上！”

本报拉萨 8月 17 日讯（记者 李梅

英）16 日 22 时 43 分，一位核酸检测阳性

孕妇在医护人员的精心诊疗下，顺利分

娩，产下一名女婴，母女平安。这是这

场抗疫中，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诞生

的首个新生儿。

“缕缕清风你来到天边西藏，朵朵格桑花你开

遍极地芳华……”近日，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联合举办的首次援藏主题晚会上，主

题歌曲《故乡之上》感动了无数人。

他们，在风雪中前行，在砥砺中奋进；他们，把

忠诚和信仰，铭刻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为西藏持

续贡献智慧和力量——他们，就是援藏干部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中央国

家机关、有关省市、中央企业先后选派近 7000 名干

部人才援助西藏工作，援藏投入持续加强，“组团

式”援藏深入推进，产业援藏硕果累累。

中央特殊关怀 全国大力支援

对口援藏是由“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援藏制

度演进而来，对西藏实行对口支援最早开始于 1973

年 ，由 八 省 市 对 口 支 援 西 藏 卫 生 事 业 ；1976 年 到

1979 年，先后又在教育、农机、干部援藏上实行对口

支援。1994 年 7 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明确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

口支援方针，对口援藏大幕正式拉开。

对口援藏机制的建立完善，既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中央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创举，也成为

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不断丰富完善对口援藏顶层设计，高效推动新时

代对口援藏工作向纵深发展。一批批援藏干部人

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突出抓好“四件大事”、实现“四个确保”，

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把工作衔接好，把任务落实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批接着一批干，不断谱写援藏事业新篇章。

党中央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以来，9

批近万名援藏干部人才踏上西藏这片热土，他们把

西藏当作第二故乡，把中央关心、全国人民的支援

厚植在雪域高原，把关怀和关爱刻印在西藏人民心

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援藏干部的使命与荣光，有

力推动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交往交流交融 深情厚谊永存

“扎西，姐给你带了点广东的粽子，你们尝尝。”盛夏时节，广东省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队员谭琼再一次来到了米林县彩门村达娃扎西家。“你终于回来了，我

们都很想你，谢谢你！”达娃扎西一边说着，一边将谭琼迎进了家门。

两年前，在工作队开展的“结对结亲、交流交融”行动中，谭琼和达娃扎西一

家结了亲戚。

援藏期间，广东援藏工作队协调推进广东 33 家医疗机构、138 所学校与林芝

结对共建，广东 67 个市县区与林芝 66 个县乡结对帮扶全覆盖，工作队 154 名援

藏队员与 170户 726名农牧民群众结亲。

“粤藏一家亲”情谊深厚，产业援藏快速推进。广东援藏工作队以优化发展

格局为切入点，依托林芝资源禀赋优势，“六园六基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次援藏行，一生援藏情。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张建华说，回去以后不管

我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一定会实时关注我们西藏；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李久佳

说，援藏收获，将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未来奋进的动力。

在这 3 年里，援藏干部有付出也有收获，而更多的是与西藏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

情谊。

一批又一批援藏干部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

原，矢志艰苦奋斗，不断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内涵。

援藏深入推进 结出累累硕果

藏北 5 月，春风刚开始吹拂大地。那曲市申扎县雄梅镇江雄村的村民在大

棚里打理黑土豆苗，这是援藏干部为解决高海拔牧民吃菜问题而特别引进的品

种。

江雄村党支部书记旦增罗布说，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王军强刚来申扎县援

藏，就到江雄村了解情况。不少外地人不习惯牦牛肉、酥油茶的味道，但王军强

非常自然地就喝起了酥油茶、吃起了牦牛肉，像个老牧民、老朋友。

就是这位让旦增罗布感觉如此亲切的援藏干部，2022 年 5 月 8 日，在下乡调

研途中突遇交通事故，因公牺牲。而王军强为申扎县极高海拔牧民引进的黑土

豆马上进入丰收季了。

风风雨雨为人民，山山水水留足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援藏干部扛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撸起袖子加

油干，携手奋进新时代，义无反顾奋斗在西藏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近 10 年来，

全国对口援藏共投入援藏扶贫资金 171 亿余元，实施援藏扶贫项目 2311 个。

2015 年以来，通过 8 批次、约 1500 名“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和广大本地医务人

员的接续努力，西藏已实现 400 多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不出

地市就能治疗。

洁白的哈达映衬着蓝天雪山，幸福的格桑花开遍高原。站在历史新起点

上，高原儿女与援藏干部人才一道同心奋斗、攻坚克难，必将奏响建设团结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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