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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救助标准
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饶边疆介绍，近

年来，我区各级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提高
救助标准：城市低保标准从2015年每人每
月 590 元提高至 2020 年每人每月 847 元，
增长 43.5%；农村低保标准从 2015 年每人
每年 2350 元提高至 2020 年每人每年 4713
元，增长100.5%；2020年集中供养和城市分
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
人每年13213元，农村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基本生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7070 元；从
2020年 1月 1日起，集中收养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金二类区由每人每月 1000 元调整为

1059元，三类区由每人每月 1200元调整为
1271 元，四类区由每人每月 1350 元调整为
1430元。

自 2015 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
区各级民政部门紧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任务目标，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扎实推动民政
领域脱贫攻坚工作有序开展，完成了民政兜
底保障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截至今年9月
底，全区共有153564名城乡低保对象，13722
名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全区各级民政
部门共实施包括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临
时救助 17454 人次，累计支出救助资金
4815.51万元，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饶边疆介绍道。

提高供养、收养水平
截至目前，我区共有80个养老机构（含

老年护理院、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社会福
利院等）和11个儿童福利机构，2015年底，分
别实现有意愿特困对象集中供养率、孤儿集
中收养率达100%的目标。

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杨晓蓉说，
自我区201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双集中”两个

“100%”目标后，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提高
集中供养、收养水平。“‘十三五’期间，我区共投
入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自治区本级彩票公
益金12116.86万元，升级改造建成后的养老机
构，更好保障集中供养（收养）群体服务需求。
在安全保障方面，自2017年以来，对全区80个

养老机构消防设施分期分批进行维修改造，持
续开展机构安全生活月活动。服务质量方面，
围绕民政部115项养老机构服务指标，持续开展
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推进养老服务质量
提升，开展机构标准化建设工作。我们每年还
举办机构从业人员培训班，旨在提升他们的从
业技能，更好服务集中供养对象。同时，持续深
化‘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引
导集中供养对象珍惜幸福生活、增强文化自信、
激发爱国热情，筑牢其思想防线。”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5192名孤儿实现了
在市（地）以上儿童福利院集中收养。共落实
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7.4亿元，惠及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43.9万人次，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15.3万人次。

10月27日上午，记者从自治区民政厅助力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来，全区各级民政部门
肩负着实施农村低保兜底脱贫、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加大临时救助政策落实力度、做好农村留
守儿童和老年人关爱保护、加强残疾人保障、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等工作。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际，自治区民政厅紧紧围绕兜底保障水平、兜准救助对象、兜住救急防线目标任务，细化举措，落实责
任，努力扎牢民生兜底保障网，全力以赴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记者白晓丹 范立辉

我区民政部门近年来多举措助力脱贫攻坚

农村低保标准五年间提高了一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相关规定，经西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编制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评审委

员会最终审核评定，确定了21家拟入册的破产管理人，现予

公示如下：

一、拟编入初审名册社会中介机构

1.律师事务所（16家）：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湖北

今天（山南）律师事务所、湖北维思德（拉萨）律师事务所、西

藏子产律师事务所、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成

（拉萨）律师事务所、西藏欧珠律师事务所、西藏法鉴律师事

务所、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西藏雪域律师

事务所、西藏博炜律师事务所、山东诚公（拉萨）律师事务

所、西藏西雅律师事务所、西藏尼洋律师事务所、西藏拉姆

律师事务所、西藏崇博律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5家）：西藏卓然会计师事务所、西藏

山南会计师事务所、西藏金秋会计师事务所、西藏华睿正则

会计师事务所、西藏金桥会计师事务所。

二、公示期为十日（自2020年10月30日至2020年11月

9日）。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编入初审名册的社

会中介机构有异议的，可向本院惩戒办或民事审判第二庭

提出实名书面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申请人不宜担任

管理人的，将从初审名册中除名。

三、提交异议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罗堆西路1号西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联系人：格桑德金，联系电话：0891-6288818；

达娃次仁，联系电话：0891-6288510。

2020年10月28日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初审名册的公示

裹挟着深秋的细雨，我们来
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
县冶力关山脚下。在这里，坐落
着一片白墙黛瓦的徽派风格院
落。李红平的家就在其中。

蒙蒙秋雨敲打着房檐上的
青砖，池沟河的潺潺水声从远方
传来，雨雾混杂着山间清爽的空
气。信步走进村落，使人误觉来
到江南雨巷的最深处，而忘记这
里是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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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上的“江淮人家”
●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别看现在风景好，以前在山上的苦日子
你不知道哩。”李红平给我递上一颗家里种的
啤特果，我咬开青绿色的果皮，一股酸甜的气
味瞬间充斥在唇齿之间。

李红平家原来住在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
村尕后山社。尕后山社位于池沟河沿岸的大
山里，这里土地贫瘠，交通落后，村里人一年
下不了几次山。

小时候的艰难求学路让李红平最难忘
怀。下山去村里的小学一般要走一个半小时
山路。早上7点上课，他五点半就得从家里
出发。冬天村外的土路黑黢黢的，只能借着
点月光赶路。下到沟里，两边更是山石嶙峋，
月光都被遮挡起来。这时，必须点起火把才
能通行。

“为啥没有手电筒？”“家里穷，买了手电
筒也买不起电池。”李红平尴尬地笑着。

李红平出生于1990年，今年刚刚30岁。
作为“90后”，小时候他仍体验过吃不饱的感
觉。“家里天天苞谷面，一年吃不了几回肉，过
年一小包焦糖我爸就能吊我一星期。”

2015年，脱贫攻坚的春风吹到了尕后山
社，全村20户人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下了
山，他们在山下沿河的开阔处都有了自家的
院子。

池沟村毗邻冶力关大景区，为了打造旅
游配套产业，让搬下山的群众稳得住，并通过
发展农家乐吸引游客致富，政府统一修建徽
派建筑风格的院落，打造“山水冶力关”这张
亮丽名片，让全国各地游客不仅为冶力关的
山水所倾倒，也能流连于具有江南气韵的池
沟村街头巷尾。

李红平将自家院子收拾干净，腾出5间
客房，并跟着App上的菜谱学做菜。今年

7、8两个月他家靠农家乐纯收入就超过1.5
万元。

山上的一部分土地被用作退耕还林，李
红平免费分得了一些果树苗子，他在地里种
上了啤特果树、杏树、李子树等等。

山上的产业没丢，山下开起农家乐，旅游
旺季李红平忙得团团转。淡季他就出门打
工，补贴家用。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谈起
变化，李红平直摆手：“现在已经很满足。”

但李红平的心里仍憋足了劲。搬下山
后，身边老邻居、朋友们的日子都越过越好，
有的人致富的速度比他快，他感到心急，“不
想落在人后面。”

李红平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今年7岁，已
经上了小学。女儿现在再也不需要走一个半
小时山路，村小学就在家门口，上学只需5分
钟。冬天清晨，村里的路灯彻夜明亮，孩子上

学不需要手电筒，也不用再点火把。“我很羡
慕现在的孩子，他们不用吃我们当年的苦。”

这几年，池沟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的不
足2000元提高到2019年的11400元，李红平家
也在去年脱贫摘帽。整个村子更是被评为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今年，村子投入2000万元
资金对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改造。

临别时，李红平非给我装了几个啤特果
让我路上吃。“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这东西，
但是家里很少，现在种了几亩地，再也不愁没
得吃了。”

临潭县与江淮地区的联系还有一段历史
佳话。据《临潭县志》记载，明初，洮州反叛初
定，朝廷从南京、安徽等地迁移百姓前来屯田
戍边。这也是临潭县打造“江淮遗风”的由来。

如今，这颗遗落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江
淮”明珠，正在熠熠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