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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

助秋收

“我报名！”

“我是党员，我先上！”

……

疫情发生以来，察雅县税务局干

部 职 工 听 令 而 上 、尽 锐 出 战 ，“ 税 务

蓝”化身“志愿红”“防疫白”，一手抓

疫情防控不放松，一手抓纳税服务不

断档，用责任与担当谱写出一曲曲动

人的乐章。

在得知缺少志愿者的情况后，察

雅县税务局的玉珍和杨莉主动请缨，

前往核酸检测点参加志愿服务，在烈

日下有时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我是十八军后代，从小父母就给

我讲述爷爷的革命事迹。疫情当前，

我作为一名党员，必须冲锋在前。”在

玉珍的心里，爷爷一直是她勇往直前

的精神支撑。

为切实有效应对疫情，最大限度

阻断疫情传播风险，察雅县决定在县

城以社区网格为基本单位开展“敲门

行动”。

“我是本地干部，我会藏语，我参

加！”察雅县税务局的卓宗主动放弃假

期，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深入网格小区

协助开展核酸检测、重点人员排查等

工作。

察雅县县城多是老旧小区，人员

复杂，流动人口多。为了尽快全面掌

握人员情况，卓宗便提着装满资料的

布口袋，一步一步爬楼梯，挨家挨户搜

集人员信息，并再三叮嘱大家非必要

不出门、注意个人防护。

同样，在察雅县税务局办税服务

厅 的 多 吉 也 没 闲 着 。“ 现 在 是 特 殊 时

期，我们建议您优先使用西藏自治区

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个人

所得税 APP、社保费客户端等‘非接触

式’线上渠道，办理税费业务。有什么

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这是多吉

每天给纳税人缴费人打电话时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

疫情发生以来，察雅县税务局通

过错峰办税、预约办税等方式，积极引

导纳税人、缴费人以“非接触式”方式

办理税费业务，持续升级纳税人、缴费

人办税缴费体验。

作为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多吉每天

总是第一个来到办税大厅，组织相关人

员对重点部位和公共区域进行卫生消

毒和通风，对扫码、测温、登记等进行监

督检查。下班后，他坚持对大厅工作进

行每日复盘的同时，还梳理疫情防控税

收优惠政策摘编，做好纳税人、缴费人

线上培训辅导工作，对近期城乡两险征

缴、纳税人满意度调查、留抵退税、“全

电”发票推行等工作进行安排。

“最担心的还是女儿，有时候忙起

来没法照顾她，孩子的妈妈也在一线，

只 能 拜 托 姑 妈 帮 忙 照 顾 孩 子 。”多 吉

说，他的妻子在抗疫一线，每天回家都

已是深夜。

“我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

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严防疫情的前

提下，我们要努力为群众提供便利，真

正把工作做到位。”多吉说。

不仅是多吉，刚到察雅县税务局

任职才满一个星期的兰健，在积极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好

本职工作，确保工作“不停滞”、服务

“不断档”。为此，他再次推后自己赴

区外做胆囊和腱鞘炎手术的计划。

在察雅县税务局干部职工中，孕

妇四朗卓嘎是“重点保护对象”。由于

乡镇里的纳税人、缴费人不能前往办

税大厅办理涉税费业务，她便主动提

出承担对外公开电话咨询服务，并在

企业微信群里公布了个人电话。她每

天要接听 30 多个电话，帮纳税人、缴费

人远程处理涉税费问题，有时候一个

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润喉糖成为

她桌子上的必备品。

同事们经常对四朗卓嘎说：“如果

身体不舒服就早点回去吧，这里有我

们呢！”“身体要紧，可以和我们换班。”

但她都一一谢绝了，“哪有这么娇气，

正因为要当妈妈了，所以更要给小宝

宝做个好榜样。”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察雅县税务

局 干 部 职 工 以 实 际 行 动 ，擦 亮“ 税 务

蓝”，筑起“防疫墙”，为守护幸福家园

不懈努力着。

擦亮“税务蓝”筑牢“防疫墙”
—察雅县税务局的抗疫故事

本报记者 周婷婷

连日来，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坚持

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成立 6 支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志愿者等组成的秋收突击队，帮助无劳

力家庭、居家隔离人员和外出务工无法

返乡人员应收尽收，确保颗粒归仓。

图为加麻乡秋收突击队队员在帮

助群众收割青稞。

本报记者 次仁片多 摄

本报拉萨 8月 26日讯（记者 王雨

霏）8 月 23 日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卫东主持召开全

区纪检监察机关疫情防控监督工作视

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王君正书记在调

度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精神，

对深入做好纪检监察机关疫情防控监

督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

王卫东指出，当前全区疫情防控正

处于关键阶段，坚持就是胜利。全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深

化监督执纪问责，引导激励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转作风提效率、抓执行

促落实，以铁的纪律保障自治区党委关

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王卫东强调，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区域，

聚焦核酸检测、民生保障、社会面管控

等关键环节，深入查找问题，督促改进

不 足 ，助 推 各 级 各 部 门 打 通 卡 点 堵

点。要按照分级负责原则，严肃纠治

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等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要严格自身管控措施，严

密重点部位管理，持续筑牢纪检监察

机关安全防线。

王卫东在全区纪检监察机关疫情防控监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强化政治担当 严肃监督执纪
以铁的纪律保障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本报昌都 8月 26日电（记者 周婷

婷）连日来，昌都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坚持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在

从严从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及时

组织农牧民群众抢抓农时有序开展秋

收工作，并推动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

产稳定、供应有序。

据悉，昌都市各县（区）农业农村

局 严 格 按 照 分 区 分 级 的 疫 情 防 控 要

求，及时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农牧民下

地、农机下田作业、农资调运、农机用

油等方面问题，采取“错时错峰”“两点

一线”“助收代收”等措施，尽可能减少

人员聚集接触，有序组织群众、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抢抓农

时、抢收快收。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

农作物秋收面积 36.26 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 28.57 万亩、油料作物 3.07 万亩、

蔬菜 2.15 万亩、饲草作物 2.47 万亩，占

总播种面积的 49.35%。

为确保疫情期间蔬菜等重要农产

品 生 产 稳 定 、供 应 有 序 ，昌 都 市 各 县

（区）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蔬菜基地，开展生产技术指导；动员

各蔬菜种植基地生产人员充分利用现

有温室大棚，加大应季、应急叶菜和速

生蔬菜生产力度，及时补种闲置温室

大棚，扩大种植面积，提升蔬菜产能，

保障蔬菜稳定供应。截至目前，全市

蔬菜在田面积达 3.22 万亩，在用蔬菜

大 棚 约 5318 座 ，蔬 菜 日 产 量 达 41.78

吨，日供应量达 27.28 吨，主要种植品

种有小白菜、大白菜、西葫芦、莴笋、青

椒、西红柿等 20 余种。

昌都市坚持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

有序开展秋收 保障蔬菜供应

“我要到疫情最危险的地方去！”

“我虽然退休了，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

年 ，有 经 验 。 疫 情 当 前 ，更 不 能 掉 链

子。”8 月 9 日晚上，退休在家的次珍、泽

央看到林芝市人民医院紧缺医护人员

的消息时，这个念头顿时出现。

次珍、泽央主动请缨加入疫情防控

队伍，请求组织把她们派到第一线，去

林芝市第一批高风险区之一的名人酒

店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医护人员，就算退休了，疫情

面前我们也责无旁贷。”次珍说。

8 月 10 日一大早，次珍、泽央匆匆

告别家人，收拾了几件日常用品，便去

了名人酒店。来不及休息，次珍、泽央

到达酒店后，就开始为大家讲解专业防

护知识，示范操作，不厌其烦。

每天早上 8点，次珍、泽央就开始为

隔离在酒店里的人们进行体温测量和

核 酸 检 测 ，并 登 记 造 册 ，开 展 消 毒 工

作。整个酒店 281 人，她们要对每一个

人 做 好 登 记 ，一 轮 下 来 需 要 2 个 多 小

时。这样的流程每天需要进行 2 轮到 3

轮，再加上不间断巡诊，电话、微信问诊

服务，脱下防护服时，51 岁的次珍和 50

岁的泽央已满身是汗。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次珍、泽央丝

毫不敢马虎。她们把酒店所有人员的

身体情况都登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

本子上，谁有慢性病、谁需要吃什么药、

谁的身体不好等都记在脑海里。

在酒店巡诊时，次珍、泽央发现一

些隔离人员情绪低落。为了缓解大家

的不良情绪，她们认真地做着心理疏

导：“你们不要怕，这个病是可以治愈

的，你们别担心。我们都守护着大家，

一定要有信心。”

8 月 18 日，林芝市解除了名人酒店

的高风险状态。这一刻，次珍、泽央及

巴宜区政府驻名人酒店疫情防控组的

工作人员都很激动。

“在这段时间里，次珍、泽央及工作

人员每天不辞辛劳地为大家操碎了心，

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们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感动，感恩，感谢！”游客

次仁离开酒店时，不停地表达谢意。

在结束了名人酒店的疫情防控工

作后，次珍、泽央又开始了其他志愿服

务工作……

自疫情发生以来，拉萨市尼木县党员干部、基

层工作人员、公安干警、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挺身而

出、昼夜奋战，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在抗疫一线展

担当，构筑起一道道战“疫”防线。

“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8 月 22 日，一幅温馨

的画面在尼木乡派出所康雄防疫卡点上演。一名

公安干警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将老人背到自己身

上，另一名公安干警拎着老人的行李，一步一步向

仁布县康雄乡大桥卡点走去。

当日，尼木乡派出所康雄防疫卡点的公安干警

洛桑顿珠和扎西次仁正在开展日常检查，发现两位

老人在防疫卡点附近焦急地站着不知所措。经了

解，两位老人是从山南市人民医院出院后返回老

家，由于不熟悉路况，在康雄防疫卡点附近下了车，

而他们的家人却在仁布县康雄乡大桥卡点等待。

民警在对两位老人身份进行查验后，二话不说就将

老人背了起来，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康雄乡大桥卡点

与家人会合。

疫情发生以来，尼木县党员干部主动请缨战斗

抗疫一线，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助力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尼木县各防控卡点一线人员 24 小时坚

守在疫情防控“前哨”，查验证件、核对信息、宣传政

策、助老扶弱，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今天，市里将有一批防疫物资送来，需要一批

志愿者协助搬运物资，请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积极报

名。”“已报名”“现在过去”“可以参加”……消息发

出不到 5分钟，就有 20多名志愿者报名参加。

8 月 24 日上午 10 时，当满载 160 余吨大米和面

粉的运输车抵达尼木县粮食局仓库时，早已在此等

候卸货的志愿者全部化身“搬运工”，身穿防护服，

和县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一起搬运抗疫

物资。天气闷热，志愿者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但

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8 月 24 日晚上 10 时许，刚完成核酸采集的尼木

县支援拉萨市城关区志愿服务队队员准备休息时，

分队长德央在群里发布了“紧急通知”，需要医生和

录入人员前往城关区洛堆社区。面对突发任务，已

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队员纷纷在群里踊跃报

名。他们不顾疲惫，一往无前地又踏上了新的征

程，忙完已是凌晨三点半。“虽然很疲惫，但是我们

内心却充满了动力。”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在尼木县抗疫一线，一幕幕感动场面、一段段

动人故事一直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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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无情，人间有爱。疫情发生

后，位于色尼区罗布热地路的藏楠萨伟

博藏餐馆火力全开，每天做 400 余份餐

食，为防疫人员提供可口的饭菜，以实

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藏 楠 萨 伟 博 藏 餐 馆 开 业 的 第 二

个月突发疫情，没了生意。该藏餐馆

老 板 随 即 决 定 ，转 做 盒 饭 ，免 费 给 色

尼 区 一 线 防 疫 工 作 人 员 送 餐 。“ 虽 然

疫情使我们暂停营业，但越是这样艰

难的时候，越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

贡 献 力 量 ，让 抗 疫 人 员 吃 上 热 乎 饭 。

在保证大家吃得饱的同时，我们还要

丰 富 菜 品 ，注 重 膳 食 营 养 ，尽 量 让 他

们吃得好。”

洗菜切菜、起锅烧油、翻炒拌匀、

打包装车……藏楠萨伟博藏餐馆工作

人员每天都有条不紊、配合默契地忙

碌着。备好饭菜后，他们再将饭菜拿

到色尼区人民政府进行外包装消毒，

最后送到抗疫人员手中，使每一份餐

食既健康又安全。

在疫情面前，还有很多像藏楠萨伟

博藏餐馆老板一样的爱心人士，发挥着

自己的光与热，与奋战在一线的抗疫战

士并肩作“战”。

林芝市人民医院退休护士次珍、泽央：

“疫情面前我们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谢筱纯

色尼区某藏餐馆老板：

“让抗疫人员吃上热乎饭”
本报记者 万靖 谢伟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日喀则市南木

林县，以“五星户”（感颂党恩爱领袖、团

结互助爱祖国、勤劳致富作贡献、崇尚文

明树新风、遵纪守法促和谐）扎西曲珍为

代表的文明家庭，主动作为，以“小家”护

“大家”，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发生以来，茶尔乡白嘎村的大

学生扎西曲珍报名成为志愿者，参与卡

点登记、疫情防控宣传、核酸检测等。

在她的影响下，一家 8口人中 5人参加了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早晨 7 点是扎西曲珍值班开始的时

间，不过每次她都会很早来到卡点，提前

在卡点周围进行全方位消杀，清点防疫

物资。在站岗、询问、测温、扫码、记录、

消毒等各个环节，扎西曲珍没有丝毫懈

怠，引导过往群众做好个人防护，详细询

问外出原因，劝导村民非必要不外出。

“大家排好队，保持一米距离。”“请出

示藏易通，来这里登记。”在白嘎村全员核

酸检测中，扎西曲珍更是起到了带头作

用。指挥人员排队、现场维护秩序、逐个测

量体温……一上午下来，扎西曲珍的脸热

得通红，满脸都是汗，却从未有一句怨言。

家人、村干部怕扎西曲珍身体吃不

消，多次劝她回家休息，她却说：“作为

一名青年大学生，关键时刻要冲在前，

困难面前不退缩。”

大学生扎西曲珍：

“关键时刻要冲在前”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拉萨 8月 26日讯（记者 李梅

英）17日 18时，经过近 40个小时的紧急

筹建，由重庆援藏核酸检测队组建的重

庆援藏核酸检测实验室建成投用，位于

拉萨市人民医院中心院区。这是首个

援助拉萨核酸检测实验室，最大检测量

可达 10 万份。目前，实验室运行有序，

已累计完成核酸样本检测 30多万管。

据悉，此次重庆援藏核酸检测队共

带来了 100 台 PCR 扩增仪和 30 台核酸

提取仪。重庆援藏核酸检测队有 287名

队员，主要由重庆市人民医院、重庆大

学附属三峡医院、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

院等 4 个市级单位和 7 个区县组建，是

一支核酸检测经验丰富的队伍。实验

室运营 10天来，设备不停、人员倒班，24

小时不间断开展工作，为拉萨市大规模

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重庆援藏核酸检测实验室运行平稳有序
已完成核酸样本检测30多万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