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人大代表普布央金：
“软件”教育
才是素质教育的关键

作为一名一线高中教师，普布央金表
示只要有机会去内地学习，她就会非常关
注学前教育这块。“阿里地区地处偏远，虽
然学校教育硬件设施配套完整，但是在‘软
件’教育这块还是很欠缺的。”普布央金说，

“幼儿阶段是开发孩子智力的黄金时期，但
是由于教育人才的缺乏，导致很多孩子去
学校只是有一个玩耍的地方，启蒙教育比
较欠缺。”在她看来，“软件”教育的不完善，
会导致孩子后来的教育出现断层。

文/记者李海霞图/记者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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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建设55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在保障特困老人养老需求的同时，各市
（地）立足现有条件，以社区服务设施为平
台，以网格化和“双联户”创建活动为依托，
结合实际，积极拓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有条件的社区积极组建由企业、商户或志
愿者组成的志愿组织，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
提供上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家电维修、科
普宣传、精神慰藉等服务。”自治区民政厅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还指导各市（地）积极申报
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项目。
目前，拉萨市正申报国家第五批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项目。

为着力强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三
五”期间，全区投入2750万元，建设55个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为有需求的社区老人提供
日间生活照料等服务。同时加大福利彩票
公益金倾斜力度，2019年，民政部下达本级

福彩公益金6282万元，建设了5个养老服务
项目，有效支持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养老机构地方标准
今年初有望出台

另外，作为一种有病治病、无病疗养、医
疗和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医养结合
试点工作已在我区有效开展。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全区各养老机构普遍都设有医
务室，为老人提供健康体检和常见病的诊
疗；与当地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开辟了老人
就诊绿色通道；自治区民政厅在卫生健康部
门的支持下，依托自治区老年活动中心，成
立西藏首家医养结合机构“西藏阜康医院医
养结合中心”，医养结合中心在现有为老年
人提供服务的基础上，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养
老、医疗、康复、心理疏导等多样化服务。同
时，每年为一定数量的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
体检等公益服务项目。

此外，为推进全区养老机构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在开展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自治区民政厅在自治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组织专家团队
着手制定我区养老机构地方标准，共确定
养老机构管理服务体系 18条地方标准（其
中：通用基础标准1项，服务提供标准7项，
服务保障标准 9 项、评价改进标准 1 项）。
目前相关标准已通过专家评审，2020年初
有望颁布。

据悉，下一步，自治区民政厅将积极扶
持民间养老机构和社工志愿组织，搭建多样
化养老服务的社会平台。通过完善扶持政
策、土地供应、基础设施保障、税费优惠等政
策，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另
外，将加强养老专业人才和服务队伍建设，
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业务精湛、技
能娴熟的养老机构技能人才队伍。鼓励社
区老年人尤其是独居、空巢老年人走出家
门，到社区体验集体生活，参加各类活动，提
高生活质量。

记者从自治区两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区“双集中”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全区
供养特困老人14409名，其中8080名有意愿特困老人在县以上养老机构集中供
养。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民政厅积极推动了社会化养老，努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
主、社区养老为辅、机构养老为补充的社会养老体系。 文/图 记者 梁兰

我区探索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
已通过专家评审，养老机构地方标准有望今年初颁布

达贵告诉记者，2016年以来，阿里地区
措勤县严格按照精准识别和动态调整要求，
精准识别“十三五”期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20户4294人，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目前措勤县 21 个行政村、1120 户
4294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脱贫，

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
为全力助推脱贫攻坚，措勤县大力发展

“高寒产业”，用科技的力量助推经济发展。
据了解，2015年，措勤县成立高原生态畜牧
业现代化养殖产业综合基地合作社，目前已
实现集人工种草、牲畜短期育肥、屠宰、肉类

分类加工、冷藏、蔬菜种植等经营项目为一
体，累计投入资金达3359万元。同时，在合
作社建设运行中坚持广泛调研、择优选址，
征求意见、打牢基础，部门联动、协调实施，
专业规划，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合
作社在职管理人员 7 名，长期性合同工 24
名，阶段性合同工130名，累计为154名牧民
群众实现创收529.2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38名，实现创收24.5万元。

达贵表示，前段时间，由田原博士带队
的第三方脱贫攻坚考评验收组和由山南市
副市长索朗曲巴带队的自治区2019年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第三组，分别对措勤县进行第
三方评估检查及成效考核工作，目前，所有
考核都已圆满完成。下一步，措勤县将把巩
固提升脱贫成效摆在首位，以闯关夺隘、攻
城拔寨的精神，持续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保持既定政策、措施、机制、组织保
障不变，还要做到政策不减、资金不减、责任
不减、措施不减，保障贫困户脱贫后各方面
扶持政策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执行，持续巩固
提升脱贫成效。

2019年12月23日，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发布公告称，我区19个贫困县
（区）已达到脱贫摘帽标准，其中阿里地区措勤县就是19个贫困县（区）之一。值
此两会之际，为了解阿里地区措勤县脱贫攻坚具体情况，记者专访了自治区人大
代表、阿里地区措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贵。 文/ 记者 娄梦琳 图/记者 孙敏

自治区人大代表、措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贵：

发展“高寒产业”用科技提质增效

自治区人大代表普片：
基层医院人才匮乏
百姓看病就医比较难

作为人大代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
医院内科主任普片认真履责。在分组讨论
时，她说：“身为一线医疗工作者，我关注的
自然是医疗问题。”随后，她结合实际，表示
周边不少地方的老百姓看病都会前往江孜
县人民医院，医保制度也很完善。

但是基层医疗人才缺乏，导致不少现
实问题依然存在。“招人难、留人难是目前
最大的问题。”普片说，“人才补充不进来，
对老百姓来说，就医就会难了。”

文/记者李海霞图/记者孙敏

自治区人大代表尼玛曲珍：
加强人才培养
促进农牧产业发展

自治区人大代表、林芝市农牧技术推
广中心农业研究所副所长尼玛曲珍告诉记
者：“在农牧特色产业的发展中，我希望可以
让农牧专业技术人员走出林芝，去外地学
习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做法。同时，还可以
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林芝进行指导，帮助我
们农牧专业技术人员解放思想、扎实技能，
共同努力推动林芝农牧产业的发展。”

文/记者娄梦琳图/记者孙敏

措勤县相关领导调研高原生态畜牧业现代化养殖产业综合基地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