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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

林芝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隆 冬 的 氤 氲 ，从 喜 马 拉 雅 山 麓 升

起，像一条巨大而洁白的哈达，挂在山

腰。山脚下，西藏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

地东村的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刚刚成熟

的枇杷。

“之前像枇杷这些不易保存的水果

我们都不敢大面积种植，现在好了，交

通运输方便了，枇杷也将成为我们村发

家致富的‘金果子’嘞。”村支部书记高

荣一边在地里忙活一边笑着说。

墨脱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

麓、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由于巨大的天

然屏障阻隔，墨脱长期以来不通公路，

一度被称为“高原孤岛”，物资的运输只

能靠人背马驮。

59 岁的背崩乡背崩村村民向嘎曾

多年当背夫，对于家乡的路有着刻骨铭

心的记忆。

“一次往返需要 7 天。有一次，有人

突发重病，我和另外 10 多名背夫轮流背

着病人出墨脱，路上还要翻越雪山。”向

嘎回忆说。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政府多次投资

修建通往墨脱的公路。但因地质结构

复杂、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公路屡建

屡毁。

2013 年 10 月 31 日，林芝市波密县

扎木镇至墨脱县城的扎墨公路终于贯

通运营，成为通往墨脱的第一条交通要

道。车辆和农用机械得以进入，孩子们

可以乘车上学，病人也可以坐车去大医

院，肩挑背扛的时代成为历史。

扎墨公路通车的第二年，大量建筑

材料涌入墨脱，当地安居房建设正式启

动。随后的几年，钢筋混凝土民居取代

了曾经的茅草屋和木板房，墨脱群众搬

进新居，大部分建房费用由政府承担。

如今，向嘎一家已经住进二层小楼，

用上了冲水厕所和燃气灶。向嘎说，自

己除了种茶、当森林管护员外，还在县城

当保安，加上公益林补贴、边境补贴等，

自己和老伴的总收入每年有七八万元。

据 统 计 ，墨 脱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从

2012 年的 2.6 亿元提高至 2021 年的 8.52

亿元，年均增长 13.8%。农牧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从 2012 年 的 4875 元 提 升 至

2021 年 的 15278 元 ，年 均 增 长 13.5% 。

2019 年，墨脱县实现脱贫摘帽，历史性

消除绝对贫困。

目前，墨脱县 8 个乡镇下辖的所有

行政村已全部通车，米林县派镇至墨脱

县的派墨公路主体工程也已完工，即将

成为第二条通往墨脱的交通要道。待

派墨公路通车运营后，林芝市区至墨脱

县的公路里程将由原来的 346 公里缩至

180公里，通行时间缩短 8小时左右。

墨脱县委书记魏长旗说，便利的交

通 将 有 效 促 进 当 地 特 色 农 牧 业 、旅 游

业、商业等的长足发展，全面带动百姓

增收致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接续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

西 藏 公 路 总 里 程 已 经 从 2012 年 底 的

6.52 万公里增加至目前的超过 12 万公

里，其中，农村公路里程从 5.32万公里增

加到 9 万多公里。全区所有县区和具备

条件的 501 个乡镇、2295 个建制村通客

车。 （据新华社拉萨电）

天 路 通 达 我 家 乡
—“高原孤岛”墨脱的乡村振兴路

新华社记者 林建杨 吕秋平 刘颍

本报拉萨 1月 24日讯（张超 记者 王杰学）近日，西

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联合自治区公安厅、林长办公室出

台《关于建立“林长+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着力构建区域协作、部门联动、打防结

合、快速有力的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检察监督共同发

力的林草资源保护新机制，推动提升全区林草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意见》指出，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林长办公

室建立林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协作

联动，依法打击破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等涉

林草违法犯罪行为，联合督查督办相关部门交办的工

作任务、重大疑难案件，形成检察监督、公安执法与行

政履职合力，共同促进解决好林草资源保护修复相关

问题。

《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林长办公

室建立线索移送机制。各级林草部门在履职过程中，

发现非法狩猎、出售、收购、运输和经营利用野生动植

物及其制品，非法采集、运输、加工和经营利用野生动

植物及其制品等涉嫌违法犯罪案件或线索，依照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抄

送检察机关；发现破坏林草资源等造成生态损害、国家

利益和公共利益损害的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应当及时

移送同级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对林草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进行审查，对符合公

益诉讼案件立案条件的应当作出立案决定，并及时反

馈林长办公室；对不予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情况并告

知移送部门。

《意见》明确，建立生态修复评估机制，规定各级检

察机关、公安机关、林长办公室通过案件复查、实地勘

察、效果认证等方式，对林草资源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和

修复行为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督促违法行为人或相关

单位对林草资源损害进行赔偿、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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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中国年

日前，仲巴县“同心共话二十大 共赢

未来新仲巴”2023年春节、藏历新年联欢

晚会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干

部群众代表欢聚一堂，观看精彩演出，共

度新春佳节。

图为仲巴县杰玛央宗艺术团在表

演节目《古道悠悠》。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舞 动 新 春

本报巴宜 1 月 24 电（记者 张猛

谢筱纯）2022 年以来，林芝市深入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和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关 于 食 品 安 全 工 作 部 署 要

求，高位谋划、迅速行动，采取“三位

一体”工作机制，推动食品安全“两个

责任”落地落实。

林芝市把落实“两个责任”作为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建立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政府分管

领导任副组长，各县区政府主要领导

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

上下协同一体化快速推动工作开展。

建立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抓好常

态化防控、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宣传和

培训”的任务清单制度和层级对应的

包保责任清单，探索建立“包保领导+

联络员”协调联动机制，扎实推动“两

个责任”落实。截至目前，已对全市 54

个乡镇、504个行政村食品生产经营主

体和包保干部建立台账，核定 A 级主

体 2 家、B 级主体 27 家、C 级主体 1843

家、D级主体 4022家。

林 芝 市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四 个 最

严”要求，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为引领，推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

机制，严控风险隐患，强化溯源管理，

推动“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

体”责任有效衔接、协同落实、精准监

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目前，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动

建设林芝市智慧食安监管平台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管理子系统，在实现对

84 家学校食堂、机关食堂以及大型餐

饮服务单位全流程、全时段、透明化

监管基础上，推动 241 户重点食品业

态建设“互联网+明厨亮灶”，学校食

堂可视化率达 100%，1 万余家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纳入电子监管范围。

本报拉萨 1 月 24 日讯（方旭 记

者 王菲）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由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指导建设

的我区地方征信平台系统已正式上

线并投入试运行。

试运行以来，人民银行拉萨中心

支行组织区内 31 家商业银行、保险公

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担保公司

开 展 了 平 台 系 统 建 设 意 见 征 求 会 2

次，收集平台系统完善意见建议 50 余

条，指导西藏高驰公司对平台系统进

行了完善，举办平台系统应用培训 3

次，引导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

司、担保公司入驻和使用平台。目前

已有 15 家商业银行、2 家保险公司、5

家证券公司和 1 家担保公司入驻平

台，上线 15个融资产品。

据 悉 ，人 民 银 行 拉 萨 中 心 支 行

将进一步建设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征

信 体 系 ，落 实 国 务 院 、人 民 银 行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的 决 策 部 署 ，持 续 稳

步 推 进 我 区 地 方 征 信 平 台 建 设 ，促

进 中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助 力 西 藏 地 方

经济发展。

我区地方征信平台系统投入试运行

本报拉萨 1月 24日讯（记者 袁海霞 郑璐）近日，

自治区民政厅印发《西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建立社会

救助主动发现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

保障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应救尽救”，进

一步提高社会救助制度可及性、覆盖率，织密扎牢基

本民生保障安全网，切实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通知》指出，主动发现机制主要针对有求助意愿

但申请能力不足或对申请政策、流程不知晓的特殊困

难群众。主要包括，已经纳入城乡低保对象，但生活仍

有困难的家庭；支出型困难群众等低收入人口；患有重

大疾病等，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长期重病患者、生活

不能自理的困难群众；收入不稳定、持续增收能力较

弱、返贫风险较高的脱贫不稳定人口；曾经申请过社会

救助、暂时不符合救助条件但存在一定困难的人员或

家庭；通过社会救助热线、来信来访等渠道诉求救助的

群众；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导致暂时性生活困难等

人员。

《通知》明确，各级民政部门、社会救助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

员会、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为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

主体。全区各驻村（驻寺）工作队员、乡镇社会工作

者、乡村振兴专干、科（农）技特派员，各级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职人员、新闻工作者、公民

个人应当协助和履行主动发现义务。通过下乡调研、

巡视巡察、考核考评、日常走访、统计调查、排查摸底、

专项治理、数据比对、信息录入、动态跟踪、分析研判、

来信来访等多种途径主动发现、善于发现潜在社会救

助对象。

《通知》明确，一经发现潜在社会救助对象，应当

通过拨打“12349”社会救助热线、上门反映、邮寄信件

等途径及时主动向发现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和反映。县级民政部门、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诉求反映后 5 个工作日

内，入户核实基本情况，必要时由县级民政部门核对

机构介入核对其家庭经济状况。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及时提出

审核意见。

《通知》要求，在办理过程中要按需救助，各级民政

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对主动发现的救

助对象视家庭情况、个人意愿、困难情形，采取现金或

实物相结合的办法及时实施救助；要应纳尽纳，对符合

低保、特困救助供养、残疾人“两项补贴”、老年人“两项

补贴”、困境儿童救助条件的，要按程序及时纳入低保、

特困救助供养范围，并协助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申

请相应专项救助；要突出急难救助，对遭遇急难事件

的，要按照“先行救助”规定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帮助其

尽快渡过难关。对遭遇重大暂时性生活困难的，可通

过“一事一议”提高临时救助额度。要综合救助，对涉

及多个部门或情况复杂的急难个案，要充分发挥县级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实施综合

救助帮扶。

应保尽保 应纳尽纳 应救尽救

我区建立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

（上接第一版）

北京文博单位共推出展览 70余项以及线上线下文博活动 140余

项，结合生肖文化，形式多样，年味十足。春节假期前 3 天，上海迎接

游客 441.26 万人次，500 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尤其是长

三角游客前来“打卡”。“西安年”春节文化旅游活动涵盖 6 大主题 44

大类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西安特色年文化。

新技术结合传统文化 助力提振消费

正在举办的上海豫园灯会，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带领游客进入

一个“虚实结合”的奇幻世界。人们慕名而来，大年初一，进入豫园

灯会赏灯的人数超过 8万。

用手机扫描中心广场“玉兔东升、鲲鹏万里”主灯组旁设置的二

维码进入小程序，随后对准周边建筑扫描，一条色彩缤纷的“大鱼”

跃然于屏幕上。伴随着手机镜头移动，“大鱼”围绕着“玉兔”灯彩和

往来行人游来游去。上海市民周熹与“大鱼”合影时感叹，赏灯 20 多

年，这样“跨次元”的拍照还是第一次。

在重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景区张灯结彩。在 2022 年年中

新上线的“实景拍摄+CG 动画结合”8K 球幕电影《大足石刻》，展现

巍峨庄严的千手观音像、宏大写意的卧佛等大足石刻经典造像。四

川游客陈亚对此赞不绝口：“科技让传统文化变得‘炫’！”大足石刻

景区在大年初一接待近万名游客，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 13倍。

古都西安延续了 36 届的城墙新春灯会也变“潮”了，形象分别源

自唐代妇女、金甲武士、文人墨客和古丝路上友好使者的“盛唐天

团”IP 人物亮相即“出圈”，相关主题限定数字藏品和文创产品在线

上线下热销。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引入数字技术实现“线上预约”“分时

预约”，让消费者有序分流提升体验，观众还可通过“扫码”实现边赏

冰雪景观边看相关介绍。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认为，今年春节假期餐饮、旅游、出

行、休闲玩乐等多板块消费将快速回暖，为提振全年消费市场、促进

经济发展开好头。（执笔记者 陈爱平 参与采写 罗鑫 周文冲 蔡馨逸

周慧敏 杨思琪 许晓青） （新华社拉萨1月24日电）

（上接第一版）

“雪很深，路很滑，咱们巡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

全。”罗布顿珠刚下车，一只脚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雪

中，在同事的搀扶下，他艰难地把脚从雪地里拔了出来。

“山路坑洼不平，雪有深有浅，最浅的地方没过了

脚踝，最深的地方没过了膝盖，这是常有的事儿。”年

近半百的退伍老兵江安从业已有 23 年，对周围的环境

尤为熟悉。这次巡线，他又一次作为探路先锋，在前

面带路。

江安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把脚稳稳地踩在积雪

中，罗布顿珠和加央紧随他的脚步前行。

“大家走的时候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去年大雪

巡线的时候，雪太厚，雪下有一个尖尖的石头，路也滑，

我把脚都崴了，大家一定注意脚下。”江安提醒道。

在前行的山路上，年纪最小的加央身上背着一把

藏刀。这是因为，35 千伏扎木线位于原始森林地带，平

时线路巡检中经常需要巡线人员自己找路上山，雪后

的山林，上山巡检就更加难行，当前方遇到荆棘，没有

路的时候，巡线人员经常需要拿出身上携带的藏刀，劈

砍阻碍前行的荆棘，为身后的队友们开辟道路。

越往山顶的铁塔走，雪越深。此时，最厚的积雪已

经没过了膝盖，只能由前面的人拉着后面的人缓慢前

进。突然间，走在中间的加央脚下一滑，整个身体开始

向下倾斜，身后的罗布顿珠赶忙在后面扶住他，江安也

在前面一把将他拉起，才避免他滑下山坡。

“其实，现在的路已经很好走了，我刚开始巡线

时，山上都被树木和杂草覆盖，很难行走，现在我们走

的路都是巡线人员几十年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江

安介绍道。

寒风夹杂着雪花迎面袭来，巡线队员们每到一处

杆塔，都会仔细观察金具、绝缘子、线夹是否完好，检查

线路表面积雪、覆冰情况，认真排查线路杆塔可能存在

的隐患，并掏出笔记本认真记录下来。

经过了半天的巡线，大家抵达了 69 号塔位，此时已

经是下午 2 时过，大家休整一下，开始午餐。巡线人员

用脚清理出一块空地，席地而坐，加央从背包里取出自

己家中做的馒头和辣椒，分发给大家，开始享用简单的

午餐。为了减轻负重，他们没有随身携带饮用水，在吃

着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时，随手抓一把雪往嘴里塞去，就

着雪水把馒头吞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雪越下越大，他们的帽子、

衣服上都落满了雪花，鞋子更是早已湿透。为了赶时

间，简单吃完饭，他们便再次踏上了巡线之路。江安

介绍：“这里一共有 33 条线路，共 700 公里，我们每个

月都要巡线 2 次，遇到大雪等恶劣天气时，巡线次数还

会增加。”

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巡线工作终于顺利结束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工作早已习以为常。

白茫茫的大山中，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排排蜿

蜒曲折的脚印，犹如一座座铁塔，坚定地托举着条条银

线，向远方延伸，将源源不断的电能送至城市、乡村乃

至大山深处的居民家中。

巡线人用热爱、责任、执着和坚持守护着身后百姓

的万家灯火。

（上接第一版）

2013 年入学的首届学生、聋哑女孩

斯塔白宗，入校时腼腆内向，而舞蹈老

师很快发现了她的跳舞才华，让她和其

他几位同学一起参加西藏自治区组织

的残障学生文艺汇演，后来又去北京、

重庆两地表演。

回来后，斯塔白宗有了变化，主动

担 任 组 长 并 积 极 参 加 班 里 的 文 艺 活

动。如今，10 年过去，她已是那曲市广

播电视局的一名收发员。近日斯塔白

宗给校长次仁拉姆发来信息，说自己正

在学习打字和文档处理，会好好生活，

把工作做得更好。

西藏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藏自治

区 16 岁至 59 岁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

已就业 19217人。 （据新华社拉萨电）

（紧接第一版） 同时，积极倡导消费帮

扶，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工会、援藏单位、

央企等采购农副产品总金额达 18 亿元，

进一步增加了脱贫人口的经营性收入，

收入结构更加多元。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表示，2022

年我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脱贫人

口因疫返贫致贫的监测，并开辟绿色通道

进行政策帮扶，给予增收红利。据统计，

2022年全区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 62.3万

人、实现劳务收入 54.6亿元，其中脱贫人

口就业稳定在 20万人以上。全年投入资

金2570余万元加强技能培训，其中针对脱

贫人口开展订单式、定制式技能培训达

1.4万人；对脱贫户住房开展隐患排查，落

实改造资金，实施搬迁后续扶持项目 101

个，易地扶贫搬迁稳定就业 8.4万余人，确

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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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区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藏北草原：特殊教育为学生筑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