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区政协委员次旦贡布：
建议在隆子县
实施供暖供氧工程

为了打造宜居隆子县，自治区政协委
员、山南市隆子县雪沙乡卫生院院长次旦
贡布说，他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在隆子县实
施供暖供氧工程。

次旦贡布告诉记者，实施隆子县供暖
供氧工程，可以应对恶劣自然条件气候；发
展绿色循环经济；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统筹
考虑长远发展节约资本。 文/图 记者梁兰

2019年，拉萨海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原新海关在促进西藏
外贸外资稳定增长、服务西藏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助力我区外贸发
展成效明显。值此两会之际，记者专访了自治区政协委员、拉萨海关一级巡
视员尹卫锋，细数拉萨海关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加大企业扶持等方面取得
的成果。 记者 赵越

自治区政协委员谭琼兰：
推进垃圾分类
保护世界“第三极”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萨厚北医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谭琼兰说，今年，她带来的提案
是保护世界“第三极”，这个提案是她和工
商界的20多位委员带来的集体提案。

“应当让居民意识到，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从自我做起。”谭琼兰说。 文/图 记者 梁兰

自治区政协委员贺成：
健全小微客户
融资服务平台

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拉萨
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贺成建议，
自治区党委政府统一制定数据共享机制，
加强部际沟通，健全自治区小微客户融资
服务平台。建议组织公安、市场监管、税务
等相关单位进行有效协作，建立自治区各
单位数据共享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各部门
数据交换，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已建立
金融大数据共享平台，并已为融资服务平
台预留数据接口，建议各单位可通过数据
接口、原始数据或其他方式提供数据。

文/记者赵越图/记者阿旺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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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口岸外贸总值持续增长
吉隆口岸是中尼边境贸易的重要陆路通

道，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境内，
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1987年，国务院批准
吉隆口岸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7年8月，
国务院批准吉隆口岸扩大开放为国际性口
岸；2019年，吉隆口岸外贸总值持续增长，在
稳外贸稳外资工作中作用愈加明显。

尹卫锋介绍，2019年，吉隆口岸进出口
货值达39.52亿元，货运量 13.02万吨，有力支
撑了我区外贸整体回稳向好，有力地推动了
绿色农产品（苹果）的出口。数据统计显示，
吉隆口岸出口贸易值排名前三的商品分别为
鲜苹果、鞋靴、服装，仅苹果出口额就达3.08
亿元。

在建设“南亚陆路贸易大通道”总体目标
下，随着吉隆口岸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必将进
一步推动中尼双方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去年樟木口岸进出口货值达3.5亿元
樟木口岸作为中尼边境最重要的陆路口

岸，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窗口”，
在促进中尼睦邻友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中尼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2019年5月29日，拉萨海关所属聂拉木

海关成功接受樟木口岸恢复货运通道的第一
票报关单。拉萨海关紧扣国务院《樟木口岸
科学恢复开通方案》步骤安排，围绕“环喜马
拉雅经济合作带”发展布局，抓好“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尼联合声明”发布历史机遇，聚焦

“保障樟木口岸货运通道如期恢复开通”“推
动樟木口岸恢复货运通道显成效”，全力推动
樟木口岸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自2019年5月29日樟木口岸恢复开通
货运通道功能以来，2019年，樟木口岸进出
口货值达3.5亿元，货运量3.11万吨。商品种
类由单一品种向多样化发展，鲜苹果成为主
要出口商品。数据统计显示，樟木口岸出口
贸易值排名前三的商品分别为苹果、鞋靴及
服装，货运值平均月增长率为1.9倍。

樟木口岸货运通道功能恢复后，必将进
一步加快面向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建设，进一
步深化中尼友谊，中尼两国双边经贸往来进
一步密切。

推进重点领域“五个两”改革
在关检全面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拉萨

海关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落实各项海关
业务改革事项。扎实推进新一代税费电子支
付等相关减负增效的改革措施落地。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五个两”
（两步申报、两轮驱动、两段准入、两类通关、

两区优化）改革。2019年 11月4日我区首票
进口货物“两步申报”在吉隆口岸成功试点，
并于2020年1月1日在我区各口岸全面推广
进口货物“两步申报”模式，大力提升企业和
群众“获得感”。

加大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力度
2019年，拉萨海关对我区两家外贸企业

重点开展信用企业培育工作，其中1家企业
于去年8月底正式成为我区第一家经实地认
证合格的一般认证企业，实现了西藏外贸企
业参与认证企业“零”的突破。同时，拉萨海
关支持西藏企业培育自主知名品牌，提升西
藏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9年 12月 16
日，拉萨海关所属日喀则海关完成辖区内证
照分离后第一单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
2019年12月26日，西藏首批高原特色深加工
糌粑自吉隆口岸顺利出口。

发展外贸新业态，推动西藏加工贸易转
型升级。拉萨海关积极扶持西藏优势企业开
展加工贸易，通过政策宣传和指导区内某家
一般认证企业申请设立了出境加工电子账
册，并于2019年 11月 19日完成首票“出境加
工”电子账册的出口料件申报。总值52万
元、总量1000公斤的出境加工原材料顺利从
西藏吉隆口岸报关出口，实现了西藏出境加
工贸易业务“零”的突破。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萨海关一级巡视员尹卫锋：

进口货物“两步申报”模式在全区口岸推广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办理群众来访468件

为更好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
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2019年，自治区妇联
扎实开展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为妇女儿童排
忧解难。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全区妇联系
统及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岗共办理群众来访
468件，处理468件，结案率达到100%，从信
访案件的内容来看，主要以婚姻家庭类为主，
比例占信访总数的75%以上。

据了解，近年来，为切实维护妇女儿童
的合法权益，自治区妇联积极协调各级公
安、法院、司法等部门，联合建立“妇女儿童
维权服务岗”、“妇女维权合议庭”、婚姻家
庭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组建妇女法律援助
站和巾帼法律维权服务律师团，为妇女儿
童提供维权服务“绿色通道”，打造社会化
维权工作格局。各级妇联充分发挥信访接
待、12338 维权热线的作用，认真做好妇女
信访工作，并结合实际，在城乡社区建立妇
女信访代理员队伍，为妇女群众提供家庭
纠纷调解和心理疏导服务，为社区和谐稳
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全区各级各部
门不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面向广大妇女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面提升妇女群
众法治素养。

举办妇女专场招聘会
提供各类就业岗位3376个

2019年，自治区妇联将妇女培训、实现
就业作为工作着力点，为广大妇女搭建更广
阔的就业平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年
4月，自治区妇联联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教育厅、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相
关部门，开展以“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 就业政策惠民及就业服务促发展”为主题
的2019年“春风行动”暨民营企业招聘周人
力资源洽谈会，152家用人单位为求职妇女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3376个。
在职业培训等方面，2019年，自治区妇

联争取自治区人社厅农牧民妇女技能培训资
金69万元，采用区市妇联联合办班培训方
式，开设家政服务和民族手工艺品加工等培
训课程，累计培训人数达200人。同时，自治
区妇联还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探索家政
服务实现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帮助昌都市
劝返女性尽快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向拉萨和
昌都市妇联分别拨付了家政服务培训项目资
金25万元和20万元。

发放创业贷款
解决妇女创业资金难题

为激励我区妇女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伟大实践，推动妇女兴家业、干事业、
创实业。2019年，我区各级妇联积极推动妇

女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政策的实施，帮助有创
业意愿的贫困妇女解决资金困难，引导贫困
妇女围绕当地特色主导产业，积极开拓符合
实际、具有市场潜力的发展项目。同时，各
级妇联组织还联合各级农行积极引导贫困
妇女围绕当地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符合自身
实际、具有市场潜力的发展项目。2019年，
共为 135户农牧区贫困妇女发放创业贷款
1045万元。

2019年，全区妇女事业发展得到长足发
展，2020年，自治区妇联立足妇女儿童维权
工作，继续开展“妇女儿童维权服务岗”、“妇
女维权合议庭”等相关工作，把维权服务送到
妇女儿童身边，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同时，继续深入开展“春风行动”和女大
学生创业扶持行动，培养造就妇女双创领军
人才，提高妇女职业技能，实现就业。

自治区妇联多措并举促进妇女事业发展

去年我区发放妇女创业贷款1045万元
记者从自治区两会上了解到，2019年，自治区妇联在认真履行依法维权和服务妇女儿童职能，培养妇女职业技

能、扶持妇女就业创业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记者 娄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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