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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笃行谋发展 踔厉奋发谱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拉萨市民政事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黄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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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整治工作

与舞为伴 舞出“新生”
—街头舞者阿达的故事

本报记者 央金

2021 年 3 月 28 日，西藏自治区首家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站 在 城 关 区 公 德 林 街 道

幸 福 社 区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幸 福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站 以 关 注 社 区 养 老 、改 善

困难老人生活为出发点，以服务孤寡、

空巢、困难、残疾、高龄老人为重点，以

居 家 养 老 为 主 体 ，为 辖 区 老 年 朋 友 提

供助餐、医疗、康养等便捷服务。

幸 福 社 区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站 通 过 建

立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对 象 信 息 档 案 ，由 项

目 服 务 人 员 主 动 上 门 为 符 合 项 目 服 务

对 象 的 老 人 提 供 助 餐 、助 洁 、助 医 、信

息 服 务 等 在 内 的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并 根

据 老 人 需 求 ，协 调 社 区 保 安 、邻 居 、义

工 、养 老 服 务 站 人 员 等 以 及 其 他 社 会

服 务 力 量 执 行 相 关 救 援 或 提 供 直 接 生

活照料服务。

“ 服 务 站 里 甜 茶 馆 、餐 厅 、超 市 、娱

乐 室 一 应 俱 全 ，平 时 子 女 工 作 都 比 较

忙，我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来，和老朋

友 们 聊 天 晒 太 阳 ，感 觉 非 常 舒 适 。”今

年 80 岁的普布次仁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拉萨市牢固树立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认真履行

“保障民生、维护民利、落实民权”的工

作职责，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各项工作

取得显著成绩，充分发挥了民政在社会

建设中的骨干作用，为全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0 年来，拉萨市民政系统统筹推进

各项民政事业发展，推动解决了一批社

会关注、百姓关切的民生问题，民政服

务 保 障 能 力 全 面 增 强 。 在 困 难 群 众 保

障方面，截至 2021 年底，城镇和农村低

保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年 5060 元，

集 中 和 分 散 供 养 标 准 分 别 达 到 每 人 每

年 7740 元，率先在全区民政系统实施低

保渐退期，广大特殊困难群体朝着实现

共同富裕的目标一路前行。

拉 萨 市 积 极 建 立 健 全 民 政 部 门 基

本 生 活 救 助 和 临 时 救 助 为 主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的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救 助 体 系 ，年

均保障低保人员 1 万人以上，累计支出

救 助 资 金 超 过 4 亿 元 ；特 困 人 员 1 千 余

人 、临 时 救 助 200 人 次 左 右 。 此 外 ，不

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完 善 困 难 群 众 监 测 预 警 机

制 ，针 对 易 返 贫 户 、易 致 贫 户 、潜 在 救

助对象等 6 类人群开展摸排核查，做到

应 保 尽 保 、应 退 尽 退 。 利 用 社 会 救 助

资 金 的 4% ，约 628.4 万 元 ，推 行 政 府 购

买 社 会 救 助 加 强 基 层 救 助 经 办 服 务 项

目 ，招 聘 79 名 社 会 救 助 基 层 经 办 服 务

人 员 充 实 到 全 市 65 个 乡 镇 ，满 足 困 难

群众帮扶基本需求，落实惠民政策，打

通民生保障“最后一公里”。

10 年 来 ，拉 萨 市 基 本 民 政 保 障 覆

盖 面 不 断 扩 大 。 建 立 了 农 村 留 守 老 年

人 、妇 女 、儿 童 关 爱 服 务 制 度 ，构 建 起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体 系 。 建 立 了 困 难 残 疾

人 生 活 补 贴 和 重 度 残 疾 人 护 理 补 贴 制

度，每年惠及 5000 余名残疾人。同时，

加大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申请

救 助 居 民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核 对 工 作 力

度 ，与 全 市 13 家 单 位 签 订 信 息 共 享 协

议 ，实 现 了 线 上 线 下 核 查 ，实 行“ 逢 进

必 核 ”，确 保 社 会 救 助 对 象 认 定 准 确 、

高效、公正。截至目前，累计核查 12 万

余户，助推精准认定、精准救助。

同 时 ，成 立 专 项 调 研 组 对 低 收 入

家庭进行入户调研，从年龄结构、文化

结 构 、收 入 结 构 等 方 面 作 全 面 分 析 比

较，查找个体致贫原因，了解低收入群

体 的 不 同 需 求 ，建 立 低 收 入 群 体 数 据

库 。 在 全 区 率 先 出 台《拉 萨 市 城 镇 低

保边缘家庭救助办法》，探索完善包括

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在内的错层次、

立 体 化 的 城 乡 困 难 群 众 救 助 体 系 。 目

前 ，为 500 余 人 兑 现 生 活 补 贴 资 金

62.76 万 元 ，城 镇 低 收 入 群 体 生 活 状 况

得 到 有 效 改 善 、社 会 保 障 水 平 明 显 提

高。

在 此 基 础 上 ，拉 萨 市 不 断 加 大 临

时救助力度，确保兜住底，向全市 66 个

乡镇（街道）下发临时救助备用金共计

326 万元，2012 年至 2021 年临时救助标

准 增 长 了 5 倍 ，个 人 救 助 标 准 达 到 年

5000 元 、家 庭 救 助 标 准 达 到 年 10000

元，启动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绿色通

道 ”，实 施 先 行 救 助 ，为 每 一 位 困 难 群

众 提 供 暖 心 呵 护 。 大 力 发 展 以 居 家 为

基础的多样化互助养老服务，探索“社

区 + 物 业 + 养 老 服 务 ”模 式 ，推 动 全 市

建 成 社 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15 个 ，提 供 膳

食 供 应 、生 活 照 料 、保 健 康 复 、休 闲 娱

乐 等 服 务 ，惠 及 辖 区 老 年 群 体 2600 余

人 次 ，实 现 社 区 老 年 人“ 老 有 所 养 、老

有所医、老有所乐”。

10 年 来 ，拉 萨 市 坚 持 全 覆 盖 、保 基

本 、多 层 次 、可 持 续 的 方 针 ，进 一 步 建

立 健 全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深 入

推进“兜底保障一批”，连续 5 年在民政

部 、财 政 部 组 织 的 困 难 群 众 基 本 生 活

救 助 工 作 绩 效 评 价 中 被 评 为 优 秀 等

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为全市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信访代理员”“调解员”“巡逻员”“宣讲

员”……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木如社区的 65

名女“双联户”户长在为人民服务的一线岗位

上承担着多重角色。她们以诚心换真心，积极

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邻里化解矛盾、为弱势群

体助困维权，她们为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筑起

一道温柔而有力量的“巾帼防线”，为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改进作风

狠抓落实工作走深走实。

木如社区的 65 名女“双联户”户长是从社

区“致富带头人”“文化人”“热心人”中，通过民

主推选而产生的，她们负责协助配合居委会、

居民大院组长等组织开展群防群治、纠纷调

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工作，其中 61 人还担

任妇女信访代理员。

“群众的信访诉求，在初始阶段往往属于

小微矛盾，信访代理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

间介入，了解情况、分析利弊、及时调停，就能

从源头上减少信访矛盾的产生。自女“双联

户”户长担任妇女信访代理员以来，社区环境

和居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很多问题还没反映

到社区，就被信访代理员第一时间解决了。”木

如社区党总支书记次旦央吉说。

木如社区位于老城区，流动人口多、人员

结构复杂、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是社区的特

点，也是难点。木如社区妇女信访代理员通过

变“等群众上访”为“替群众跑腿”，使信访代理

率和代理成功率全部达到 100%，在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方面发挥了“稳压器”和“减压阀”的重

要作用。

居民央珍说：“我们社区里的女‘双联户’

户长特别热情，平时谁家有点事，需要找人帮

忙照看老人、孩子以及忘了锁门、门口的垃圾

没能及时清理等，女‘双联户’户长都会尽全力

帮居民处理，遇到她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帮

我们向社区汇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

我们社区邻里关系和睦、互帮互助，社区环境

也越来越好了。”

下一步，木如社区将因地制宜，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更大限度发挥女“双联户”户长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近日，在做

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拉萨市林周县

唐古乡唐古村组织辖区群众召开“党的二

十 大 会 议 精 神 学 习 会 暨 集 体 经 济 分 红 活

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给每名农牧民

群众，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入脑

入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唐古村变化非

常大，村里环境变好了，增收致富产业已初

具雏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

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建设更加美丽宜居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唐古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土多格列结合唐古村实际，为农牧民群

众宣讲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

宣 讲 结 束 后 ，唐 古 村 举 行 集 体 经 济 分

红 活 动 。 此 次 分 红 资 金 共 44.965 万 元 ，按

入股比例进行分红。分红现场欢声笑语，

气氛热烈，大家兴高采烈地签字按手印，领

取分红资金，对唐古村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我家里有 5 口人，脱贫之后，我担任了

村里的专职护林员，有时在村内务工，加上

村 集 体 经 济 分 红 ，一 年 下 来 收 入 大 概 有 6

万元，家庭的各项花销都有了保障，日子越

来越顺心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村

民琼达激动地说。

“下一步，唐古村将充分发挥基层战斗

堡垒作用，继续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营造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的 良 好 氛

围。进一步探索多元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通过现有产业项目，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 济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群 众 增 收 致

富。”唐古村党总支书记旦增说。

每 当 夜 幕 降 临 ，在 城 市 的 各 个 公 园 、

广 场 、街 头 总 能 看 到 欢 快 的 街 头 舞 者 ，伴

随 着 优 美 动 听 的 舞 曲 ，前 步 、后 步 、反 身 、

旋 转 …… 舞 步 起 伏 连 绵 ，舞 出 了 美 丽 、舞

出了健康。

在 这 些 欢 快 的 舞 者 中 ，灵 魂 舞 者 阿 达

是街头“舞蹈圈”里的一段传奇。他将欢愉

的锅庄现代舞从西藏跳到了区外的广场、

街头和小巷，一边治病、一边跳舞，又将锅

庄现代舞从区外跳回到拉萨、昌都等地，他

所跳的锅庄现代舞成为时下男女老少最喜

欢的舞蹈。

“拉萨近年来的变化非常大，城市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齐全，环

境卫生也很好。我很高兴能与拉萨的市民

一起跳舞，一起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阿

达激动地说。

44 岁 的 阿 达 体 型 稍 胖 ，个 高 ，满 面 红

光，是个典型的康巴汉子，爱笑的他像邻家

大哥般亲和。谁能想到几年前，病魔却成

了他生活中的“不速之客”。

“2015 年 ，我 被 查 出 肝 硬 化 晚 期 ，从 那

时起我便踏上了求医之路，先后在北京、天

津、上海、成都等地进行治疗。我从小就特

别喜欢跳舞，13 岁加入昌都市芒康县民间

艺术团。由于对舞蹈的热爱，生病时的我

一边治疗，一边带着病友们在医院附近的

广场跳舞，越来越多的病友加入到了我们

的小队伍中，看着病友们跳舞时脸上露出

的笑容，我感到很欣慰。”阿达说。

舞 蹈 和 良 好 的 心 态 让 他 战 胜 了 病 魔 ，

重燃对生活的热爱。“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成为‘网红’，在我的直播间，我会向区外

的朋友介绍拉萨及西藏其他各市地的风景

民 俗 等 ，教 大 家 跳 舞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西

藏。今后，我想多参加一些西藏本地组织

的公益活动，力所能及地为建设美丽西藏、

幸福拉萨作出贡献。”阿达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近日，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各派出所深

入辖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整治工作。据悉，八廓古城公安局各派出所对

辖区内涉危涉爆企业、沿街商铺、寺庙、古建建筑工地和居民大院等场所进

行了全面检查，在大昭寺广场、小昭寺广场、清真寺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不

定时巡逻，对巡逻中发现的可燃物和隐患及时进行清理清除，对检查出的

安全隐患逐一登记、建档，并强化整改，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消防资质验

收不合格的单位、场所坚决落实停业整顿，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时限

同步落实。

此外，八廓古城公安局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张贴标语等方式，开展面对面消防宣传，现场讲解灭火器使用、防火注

意事项、火场逃生技能等消防基本常识，不断提升辖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救能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为加强全局网络与信息安全，筑牢网络与

信息安全第一道防线，近日，拉萨市统计局信息中心深入各业务科室开展

第四季度网络安全检查，有效保障全局网络与信息安全。

排查过程中，重点利用保密安全软件查看使用统计专网计算机是否存

在连接外网、插入 USB、处理涉密文件等问题，谈话了解干部职工数据安全

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程度，并对新老机房设备及环境进行检查。经排查，全

体干部职工均能规范使用非涉密计算机及统计内网计算机，并能准确掌握

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法规，新老机房各项设备均运行良好，不存在相关问题。

据悉，此次安全检查为全局全面复工复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拉

萨市统计局信息中心将持续保障好全局网络与信息安全。

拉萨市统计局信息中心

开展网络安全检查 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近日，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向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医疗集团捐赠了 8 辆负压救护车，有

效解决了救护车短缺的燃眉之急，提升了墨竹工卡县疫情防控转运能力，用实际行动助力

墨竹工卡县疫情防控工作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图为捐赠活动现场。

◀图为捐赠的救护车。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本报通讯员 德吉卓嘎 次昂玉珍 摄

暖心捐赠

助力医疗

随着拉萨市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的前提下，12 月 4 日起，拉萨市公交车有序恢复正常运营，保障市民出行

需求。

据悉，此次恢复运营的公交车载客率控制在核定载客人数的 50%，乘客

需全程佩戴口罩、扫车辆场所码、测量体温后上车。

图为停靠在站台的 28路公交车。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