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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县贡当乡汝村网格员：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群众的“满意指数”
本报记者 汪纯

线上支付助力林芝惠民促销费行动开展

昌都市新能源 110千伏送出工程开工

才让东，25 岁，山南市人民医院信

息科软件工程师。从援助拉萨市经开

区方舱医院的志愿者，到山南市乃东区

鲁琼方舱的志愿者，从援藏医护人员与

本地群众之间的“翻译官”，到为患者配

送一日三餐的“服务员”，他以满腔的热

情扛起责任和担当，在抗击疫情这场硬

仗中绽放青春光彩。

在“藏源”山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还有许许多多像

才让东一样的奉献者、坚守者、逆行者。

2022 年的夏秋之交，注定不平凡，

注定被铭记。山南市 35 万各族干部群

众同心同向、共克时艰，抗击疫情取得

了重要阶段性成果。细看抗疫之路，每

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步都饱含付出，

每一位雅砻儿女都值得骄傲。

科学决策，精准有效防控

疫情发生后，山南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决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

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直插一线、靠前指挥，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医务人员、志愿者

等迅速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全力守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西

藏工作组第二组和自治区包保组赶赴

山南市，进村居、访群众、走市场，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现场办公，为山南以快

制快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

指导。

科学研判和果断决策是筑起疫情

防控铜墙铁壁的首要环节。

根据疫情发展变化，山南市委、政

府科学决策、快速反应，采取精准坚决

的措施推进工作，对泽当主城区及各县

城所在地、乡镇所在地及其他中高风险

区严格落实“足不出户”管理措施；核酸

检测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应

检尽检，实现全覆盖、无盲区。山南市

疫情办 24 小时昼夜不息运转，18 个专

项工作组协调联动、高效有序；全市抗

疫工作者积极发扬伟大抗疫精神，连续

作战，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广大群

众听指挥、讲奉献，理解、支持、配合全

市防疫政策和要求……正是全市人民

的共同努力，凝聚起了团结抗疫的强大

合力。

以快制快，抢抓时间窗口

“24 小时改造完成全市第一座临时

方舱医院”；

“40 小时建成投用全新核酸检测实

验室”；

“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社会面清零”；

“动态清零”；

“高风险区清零”

……

连日来，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之

下，山南市疫情防控工作不断传来好消

息。

乃东区人民医院新院区改造为新

的核酸检测实验室，从筹备建设到落成

投用，仅仅用了约 40个小时。从一开始

的 4 台扩增仪增加到 16 台扩增仪，从每

天上午收取样本到下午上传检测报告，

核酸检测能力的不断增强为抗疫工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山南市共有核酸检测机

构 27 个、核酸检测设备 71 台，采样人员

1717 人，核酸检测医技人员 191 名，日

核酸检测能力达到 52832 管，可以满足

全市区域核酸检测需求，群众 24小时内

能查询到检测结果。

为提升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山南市

方舱医院的快速建成也彰显了“山南速

度”。

8 月 19 日上午，临时方舱医院进行

医疗流程改造和现场施工，20 日凌晨，

病房区、生活区、隔离通道等“三区两通

道”，一脱区、二脱区、医护休息室等功

能用房，医用设备、监控设施、供氧系

统、通讯设备及床位桌椅等生活设施全

部到位，山南市第一座临时方舱医院改

造完成，全过程用时不到 24小时。

同时，山南市全力以赴加快永久性

方舱医院建设，鲁琼方舱医院利用乃东

区物交会市场已建成大棚改建而成，建

设期间，500 余名建设者争分夺秒、奋力

拼搏，确保了项目如期高质量建成投用。

汇聚合力，构筑严密防线

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挺起脊梁；越

是严峻考验，越要砥砺奋进。

疫情发生后，山南市组织防控力量

向一线下沉，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每个人的坚守与付出，都

是抗疫“战场”不可或缺的力量，都闪烁

出共克时艰的光芒。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我是党

员，我先上！”山南市 5.4 万余名党员亮

身份、做表率，化身“守门员”“快递员”

“配送员”，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561 个驻村工作队、2000 余名驻村

工作队员组建巡逻队、服务队、突击队，

投身防疫一线。

——志愿服务，温暖人心。山南市

8.2 万 余 名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者 和

5984 名青年志愿者奔赴抗疫最前沿，在

物资保供、核酸采样、恢复生产、便民服

务等各条战线发光发热，用真心真情让

雅砻大地流淌温暖。

——守望相助，同心战疫。湖南、

湖北、安徽三省纷纷派出检验、流调、院

感等领域医疗队并筹集物资星夜驰援，

与山南人民同舟共济，谱写了藏汉相

亲、共渡难关的动人篇章。同时，山南

市瑞信实业公司累计购置 54 万余元抗

疫物资送往一线，建基工程咨询公司捐

赠 41 万余元抗疫物资，贡嘎县 3750 农

场将今年首批产出的 100吨苹果全部捐

赠……各大企业勇担社会责任，为同心

抗疫注入了鲜活力量。

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一次次心

手相连的接力，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

景，每一个人都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

伟力。

众志成城，高山亦可逾越；勠力同

心，难关必能攻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

努力之下，9 月 13 日，山南市开始有序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未来，古老而美丽

的雅砻大地必将绽放新的光辉。

同心同向 凝聚战疫力量
—山南市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综述

本报记者 刘枫 本报通讯员 梁秋 李利改

这里是祖国的边境一线村居——日

喀则市吉隆县贡当乡汝村。这里有一群

人，每天在村里的各个角落奔走忙碌着，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满意

指数”。他们有着统一的身份——网格

员。

外面依然是寂静的黑夜，网格员次

仁扎西早已被提前设定的闹钟叫醒。

简单地洗漱、吃早饭，一丝不苟地做好

个人防护后，按照第一书记的工作安

排，他和其他两名网格员白玛卓嘎、嘎

玛旺杰一起，带上沉重的喷雾器出门

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就此拉开序幕。

早上 9 点，网格员们基本完成了消

杀工作。随后，他们兵分两路，一组带

着音响，在每一条群众看得见、叫得应

的道路上宣传防疫知识，并查看群众有

无私自外出等情况，引导群众遵守疫情

防控相关规定；另一组开始为居家隔离

群众提供接水服务，并把村里的牛羊赶

往山上，解决群众居家期间的燃眉之

急。“请阿佳放心隔离，您的牛羊不会瘦

也不会少。”这是网格员们经常挂在嘴

边的话。

中午 1点左右，到了饭点，网格员们

轮换着吃饭。“我家里没土豆了，麻烦帮

忙挖一点。”“我家里酥油用完了，麻烦

帮我买一点。”……接到群众反映的需

求后，网格员们匆匆扒几口饭，便又头

顶烈日，分组投入到工作中。采购完物

资后，统一进行消杀，然后逐一送到群

众家门口。

下午 3点，网格员们开展抗原检测，

核对检测结果，指导相关群众上传到藏

易通。之后，他们把乡党委配发的 N95

口罩及“爱心菜包”全部发放给群众，让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忙完已是晚上 6 点左右，三位网格

员对自己所包片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进行归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

决措施，同时对工作开展情况查漏补

缺。

夜色渐浓，星光点点，村里的气温

越来越低，网格员们仍在不间断地巡逻

着，默默地守护着全村……

入秋以来，墨竹工卡县片片金黄的田野里，处处都是农民秋收的繁忙景象。我区各级各部门在抓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推进“三秋”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图为墨竹工卡县工卡镇格桑村村民在自家门口扬青稞。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摄
岁稔年丰

本报巴宜 9月 17日电（记者 张

猛 王珊 谢筱纯）连日来，随着林芝

市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人

民银行林芝市中支组织银联西藏分

公司、建行林芝分行，主动对接相关

职能部门，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建

行生活 APP 等线上支付渠道，承接

林芝市惠民促消费五大行动线上发

券和支付结算任务，于 9月 12日启动

林芝市“惠民促消费行动”。截至目

前，活动参与商户 45 户，匹配消费券

补贴 259万元。

活动期间，在林芝市的所有手

机用户均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和

建行生活 APP，领取超市、购车、“藏

品网上行”、餐饮等门类消费券，在

消费时可享受对应的补贴减免。

林芝市民扎某领到电子消费券

后，来到卡劵定点消费超市购物，通

过“建行生活 APP”结账，付款后直接

抵 扣 了 一 张 200 元 减 60 元 的 优 惠

券。他开心地说：“超市消费优惠券

给大家带来了实惠，用手机扫码支付

还避免直接接触，既安全又便捷。”

本报昌都 9月 17日电（何斌 记

者 万慧）随着昌都市有序复工复产，

近日，昌都市新能源 110 千伏送出工

程顺利开工建设，预计 11 月 10 日竣

工。工程投运将有力缓解该市今冬

明春供电压力。

据悉，自治区发改委近期批复

昌都市光伏 14 万千瓦+储能 14 万千

瓦时项目。其中，江达片区配套 110

千伏线路送出部分由国网昌都供电

公司负责施工，工程计划新建 110 千

伏线路 6.2 公里、铁塔 16 基，动态投

资 1161 万元。国网昌都供电公司着

力克服疫情影响，统筹推进该项目

建设，不断加强与各级政府、防疫部

门沟通协调。目前，在相关部门、单

位的通力配合下，各参建单位和工

程所需物资全部进场。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该公司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抓实“一基一方

案”，严格里程碑计划管理，建立日

例会机制，做好项目里程碑计划纠

偏，严格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造价

全过程管理，全力确保新能源 110 千

伏送出工程按时竣工。

本报拉萨 9月 17日讯（记者 刘琳琳）17 日，拉萨

市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一场新

闻发布会。拉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占堆在新闻发

布会上回应社会关切，并就疫情防控中暴露出准备不

足、能力不足、应对不足、执行不力的短板和弱项向社

会公开致歉。

拉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占堆说，当前正值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我们的工作中暴露出准备不足、能力不

足、应对不足、执行不力的短板和弱项。比如：前期核酸

检测能力不足，导致有的区域核酸筛查跟进不到位、有

的检测结果出具不及时、个别检测结果不够准确。转运

组织不高效、赋码不及时，导致部分群众等待转运时间

过长、有的应转运初筛阳性人员对转运有质疑；老城区

八廓、吉日、吉崩岗和嘎玛贡桑、纳金、娘热、公德林街道

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取水点的大杂院、群租房较多，为防

止交叉感染和疫情扩散，我们将这部分大杂院、群租房

群众整体转运到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地方，由于时间仓

促，解释说明不到位导致部分群众误解。为了尽快收治

患者，个别方舱开舱仓促，受客观限制，前期管理也存在

一定问题，后勤保障不到位，存在卫生清扫、垃圾清运不

及时的问题。中高风险区服务保障不到位，个别物资保

供不及时。有的工作人员作风不扎实，没有及时解决群

众反映的困难和诉求等。这些问题，给部分群众生产生

活带来较大影响，我们诚恳接受批评。在此，我代表市

政府，向全市各族群众以及因疫情滞留拉萨的人员表示

深深的歉意！

占堆表示，尽早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早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全市上下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期

盼。越是艰难时刻，越需要全市各族群众的理解、支

持、配合。我们深知我们的工作离群众的期望和要求

还有不少差距，一定直面问题、改进不足，进一步优化

防控措施、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和全市各族群众一道

共克时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一是坚

持“边巩固成果、边集中攻坚”，分类分步、集中力量攻

克中高风险区。二是加强防控措施宣传，合理组织核

酸筛查，高效组织转运工作，认真做好患者救治，坚决

阻断疫情社区传播链条。三是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工

作保障，加强和优化人员配比，努力提高方舱、隔离点

等服务保障水平。四是优化末端配送体系，切实解决

“最后一百米”问题。

针对近期拉萨市部分隔离点存在的服务问题，拉

萨市城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隋兴国表示，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市民充分理解、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给予我们最大的包容、最大的支持，为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隋兴国说，在这场大战大考中，也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短板和弱

项。比如有的工作人员对待群众没有完全做到用心用情、以心换心，解决群

众诉求态度生硬、方法简单，伤害了群众感情。工作中还存在不细致不深入

的地方，如“温馨菜包”发放有遗漏。服务保障不到位，中高风险区有的群众

物资保供不及时。送餐时间紧、任务重，存在送餐不及时、群众等待时间长的

情况。我们诚恳接受群众批评。在此，我代表城关区政府，向广大市民表示

深深的歉意！欢迎广大市民继续监督我们的工作。

隋兴国表示，下一步，我们一定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全力改进不足之处。一

是严明群众工作纪律，加强工作人员监督管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及时回应解

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打通物资配送末端环节，对中高风险区群众

采取联院联户方式，全力做好物资保供配送工作。三是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增

加配送力量、落实监督机制、改进保温措施，保证送餐标准，提高送餐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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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 9月 17 日电（记者

姚闻）疫情发生以来，定结县第十一

批驻村工作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想方设法多方筹措各类防疫物资，为

全县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物资保障。

据悉，该县驻村工作队积极协

调派驻单位和爱心企业为定结县捐

赠医用外科口罩 119200 枚、N95 医

用 防 护 口 罩 12400 枚 、医 用 手 套

18550 双、儿童口罩 13300 枚等，总价

值 14 万余元，并把物资及时下发到

疫情防控一线。

日喀则市定结县各驻村工作队

多方筹措防疫物资下发防控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