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责编：周国欣 版式设计：于欢欢 校对：周雨龙 要闻

2016 年以来，自治区各级各部门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瞄准现
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围绕深度
贫困地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精
准施策，久久为功，走出了一条坚实的高
质量脱贫之路。

到2019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实现
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教育、医疗、住
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曾经的贫困群众
依靠着党的好政策和自身的努力过上了幸
福生活。

吹响决战号角
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平均海拔

5373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乡；阿里地区的
楚鲁松杰乡，位于祖国最西端的边境，每年
大雪封山时间长达半年。海拔极高，气候
极寒。要解决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困难程
度难以想象。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
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
工作，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对西藏脱贫攻坚给予了巨
大支持和特殊关怀，为西藏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政策、资金、项目
等方面都给予西藏重点照顾、特殊倾斜。

从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到一望无垠
的藏北草原，从风景秀丽的“藏东明珠”到
遥远壮阔的“天上阿里”，千千万万的干部

群众投身到脱贫攻坚战中。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申请资

金，为改则县日玛村改扩建村砂石料场，实
施牦牛养殖等脱贫产业项目；阿里地区札
达县底雅乡干部赤列旺姆克服路途遥远且
路况差的实际困难，走遍了全乡所有村、小
组，摸清贫困底数……

脱贫攻坚的路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积极发挥着自身的光和热，用汗水、鲜血乃
至生命，诠释着对奋斗必胜的信念。

在脱贫攻坚战的背后，不仅有党员干
部亲力亲为的身影，更有来自中央的关心
和全国的支援。

从1994年至202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
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批选派9682名
优秀干部援藏，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
项目6330个，总投资527亿元。

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央政府在“十三
五”期间已累计向西藏投资3136亿元，超出
规划投资额17.3%，包括电力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在内的一大批重点项目，为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隆子县“菜篮子”工程产业园工作的
群培说：“现在的好日子离不开党的利民惠
民政策，更需要自己转变观念，学得一技之
长，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如今，群培通
过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技术人员。他说：

“我要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教给更多的人，让
乡亲们都能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结出累累硕果
“我当辅警每年有1万多元收入，妻子

织氆氇每年有4000多元收入，再加上生态
岗位、草场补贴等，全家年收入近3万元。”
普玛江塘乡群众索朗多吉说。

自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通过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2016年，西藏5
个贫困县区率先脱贫摘帽；2017年，西藏25
个县区摘帽；2018年，再有25个县区脱贫；

2019年，西藏最后19个县区摘帽。2020年，
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彻底摆脱
了绝对贫困问题。

逐梦小康，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0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下，在自治区党
委坚强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在
大战大考中，圆满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
交出了党中央放心、人民满意、可以载入史
册的辉煌答卷。

2020年，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全
线贯通，结束了全国市级电力孤网运行的
历史。川藏铁路全线开工，拉林铁路实现
通车，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上升为国
家战略。

我区交通网络日益完善。拉萨至林
芝、那曲至拉萨、贡嘎机场至泽当、日喀则
机场高等级公路通车运行，拉萨至日喀则
机场高等级公路加速推进。铁路运营里程
954公里，比“十二五”末增加253公里。

2020年，西藏义务教育巩固率95%，主
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10.2年，城镇零
就业家庭、控辍保学、包虫病综合防治保持
动态“清零”。

位于大山深处的山南市隆子县玉麦
乡，家家户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小康房”，
电通了、网通了、致富路宽了，人们的生活
富裕了。

“村里八成以上的家庭都有了小汽车，
孩子们上学有‘三包’好政策，生病了有医
保，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
要更加坚定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说
起家乡江达县岗托镇的变化，今年79岁的
普巴老人很是感慨。

迈向幸福明天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

根据党中央部署，我区积极推动“三
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大力实施以“神
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
的乡村振兴战略，认真落实 74 个县（区）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提升脱贫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全
面振兴。

堆龙德庆区羊达乡党工委副书记王亚
娟告诉记者：“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我们积极组织农牧民群众开展各项活动，
宣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使辖区内的村（社
区）‘两委’班子和群众更加团结，更有凝
聚力。”

在墨脱县德兴乡荷扎村，林芝市人社
局驻荷扎村第九批工作队十分注重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上铺路子、打基础、谋长远，与村“两委”
干部、党员群众探讨因地制宜提升乡村生
态旅游发展质量、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为服务好日喀则农牧区人才振兴工

作，桑珠孜区建立了我区首个乡村振兴学
院。今年4月，在学院开班仪式上，学员次
仁罗布分享了去青岛参加“双创+电子商务”
培训的感受。他说：“我要用学习到的知
识，服务家乡建设。”

山南市克松村，水泥路面干净整洁，
藏式楼房错落有致。村民索朗顿珠感慨
说：“环境美了，生活好了，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接续奋斗再向前，推动乡村振兴向前

进。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推动下，各
市地坚决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出
实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一幅建设共
同富裕的壮美画卷正在高原大地上徐徐
展开。

脱贫攻坚奔小康乡村振兴开新局
——迎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特稿之五

西藏日报记者 史金茹 刘倩茹

我区确立并实施“党建统领”战略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基层党组织2.2万个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基层党组织2.2万个，党员42.6万余名（其中农牧民党员20.2万余名），
分别是1952年的386倍、485.7倍。全区党组织覆盖范围包括农牧区、城市社区、机关、学校、国有企业等，党
组织实现全覆盖，服务触角不断延伸拓展，基层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记者赵越

截至目前
全区党员超42万人

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的党组织经历从
无到有、从少到多的不断发展壮大过程，西
藏的党员队伍也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的发展历程。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党史党建部讲师张梦园介绍，截至目前，全
区共有基层党组织2.2万个，党员42.6万余名
（其中农牧民党员20.2万余名），分别是1952
年的386倍、485.7倍。我区党员结构逐渐趋
于年轻化，年轻党员、中青年党员比重越来
越大，具体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男女比
例结构等方面，全区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区确立并实施“党建统领”战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不断增强、组织力持续提升。积极打
造基层党建示范点，着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推广实施以“五共五固”为主要内容
的边境党建红色长廊工程，织密建强党的组
织体系，把全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听党
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能致富、保稳定，
遇事不糊涂、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反分裂斗争
桥头堡、民族团结的工作队、群众致富带头
人，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充分发挥，夯实了
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

如何开展基层党建工作
这个社区有自己的做法

拉萨市城关区吉崩岗社区居委会成立

于1988年 12月，截至目前有党员50名，下
设三个网格党支部。今年以来，吉崩岗社
区党总支在原有街巷治理成效基础上，深
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来听吉崩
岗社区第一书记甲阳丹增讲述该社区党建
发展的特色做法。

甲阳丹增介绍，吉崩岗社区个别居民
文化程度较低，无法辅导孩子功课。因
此，社区党总支组织驻地单位党员教师，
每月定期为社区中小学生开展作业辅导
及安全、心理健康教育。在吉崩岗社区燃
木齐双联户茶馆二楼，还开设了一家“快
乐食堂”，这间食堂主要是为社区学生在
午休期间提供吃饭、休息、娱乐的场所，食
堂里有图书室和娱乐室供学生及社区里
的孩子们使用。此外，社区志愿者还在

“快乐食堂”对辖区困难家庭的未成年子
女、留守儿童开展“爱心早餐”关爱帮扶志
愿服务活动。

随着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电动车成为
了该社区大部分居民的日常交通选择，为
了解决大家充电不便问题，消除错误充电
带来的安全隐患，社区党总支在辖区内安
装了电动车充电站，此举获得了社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吉崩岗社区“老书记”
党建工作就要接地气

近年来，“党建统领”战略不断发挥作
用，社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
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他就是吉崩岗的“老
书记”——边巴次仁，一位拥有30年党龄的

老党员。
回想起自己入党的经历，时间来到了

1990年。那一年，边巴次仁向吉崩岗社区
居委会党支部递交了一份情真意切的入
党申请书，那是整整两张信笺纸，用藏文
书写，上面写满了 24 岁的边巴次仁对中
国共产党的清晰认知和立志成为一名党
员的热切期盼。“那份入党申请书，只有两
页，我花了一晚上才写完。”边巴次仁说。
1991 年，边巴次仁正式入党，成为一名光
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他已经有

30年党龄了。
1996年，边巴次仁担任吉崩岗社区书

记直至今年才退休。25 年时间，社区居
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一声“老书记”。什
么是党建？“就是发挥党员先进性，让所有
党员干部更好地为社区居民群众服务。
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事事走在前面，给
居民们做个好榜样。”在“老书记”眼里，基
层党建工作就要接地气，就是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好的服务。25 年来，他也是这样
做的。

边巴次仁看望社区孤寡老人。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