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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峦叠嶂、沟谷静幽，位于索曲河流域
的那曲市索县，是唐蕃古道、元代驿道和茶
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以前，很少村子有公路，大部分是乡间
小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现
在，索县条条道路又宽又平，通到了各村，而
且很多家庭都买了小轿车、大卡车，生活真
是越来越有奔头。”索县加勤乡群众次旺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党的十八大以
来，索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把改善民生、凝聚民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
城市化建设、扶贫、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等工
作，以热赤公路、西江公路、西嘎公路等改扩
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农畜饮水工程，

国家藏中电网工程为代表的一大批交通、能
源、水利等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或正在抓紧建
设中。

截至目前，索县实现通车里程 2110 公
里，乡镇和建制村畅通率分别达 100%和
70.16%；4G通信网络覆盖率达100%，正在逐
步实施5G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
盖率达100%，乡镇和行政村宽带覆盖率分别
达100%和82.57%；全县地方生产总值实现
10.56亿元，农牧民可支配收入达12587元。

今年50岁的伟旦以前只靠虫草收入来
维系生活。单一的收入让伟旦一家生活拮
据。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他积极参加索
县举办的服装加工培训，并在加勤乡开了一
家裁缝和杂货一体店。现在，伟旦一家每月

收入在2.4万元左右，走上了致富路。
像伟旦这样依靠党的好政策，积极转变思

想，用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的群众还有很多。
在脱贫攻坚中，索县探索出了符合索县

实际的脱贫路径，实现 2796 户 11852 人于
2018年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广大群
众更加清楚现在的好生活来源于党的好政
策，更加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更加坚定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亚拉镇江青村布多老人，今年已是90岁
高龄，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时期，他曾
帮助解放军运输物资、平息叛乱。如今，布
多老人仍坚持走村入户向身边群众讲述新
旧西藏的巨大变化，教育群众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
“布多经常告诉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是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用
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时刻铭记党的恩情，一
心一意跟党走，靠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提起布多老人，当地群众纷纷竖起
大拇指。

索县的发展离不开党的亲切关怀，也离
不开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十三五”期间，
对口援藏的大连市共实施援藏项目31项，总
投资2.25亿元；实现大连市10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与索县10个乡镇开展“一对一”定点
对接帮扶，用实干践行了“变援藏为建藏，变
介入为融入”“用脚丈量、用心服务、用情奉
献”的援藏誓言。

西藏日报记者 曲珍

索县积极探索致富新路子——

发展势头好古道展新颜

强化基础设施保障
近年来，山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积极借鉴

城市消防安全管理经验做法，以加速提升农
牧区火灾防御能力为突破口，探索推广农牧
区消防事业发展新思路、好方法，以点带面，
全面建强农牧区基层消防安全组织，压实消
防安全管理责任，提升基础消防设施建设水
平，破解制约农牧区消防事业发展的各项瓶
颈性问题。

山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支队以建立健全农牧区消防工作管理长
效机制为重点，按照“政府主管、专群结合、
综合治理”的原则，采取“定网格、定责任、
定专人”的形式，依托综治网格化管理平
台，在乡镇成立工作专班，在村居设立消防
安全工作小组，科学谋划工作措施，合理调
配各类资源，定期开展工作总结、联动调度

演练、消防安全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层层
压实工作责任。

建强政府专职队伍
为加强玉麦乡消防规划和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山南市消防救援支队将消防设施建
设内容统筹纳入边境小镇重点建设项目，在
学校、边境管理派出所等场所设置微型消防
站，配备水带、水枪、灭火器等设施器材60件
套，在主要街道、重要场所配备消防器材箱
70个，为每一户农牧民群众配备灭火器、灭
火毯等各类消防装备器材470件套，从根本
上改善玉麦乡消防安全条件。

同时，今年7月20日，玉麦乡举行政府
专职消防队揭牌仪式，标志着玉麦乡政府
专职消防队正式成立。记者了解到，玉麦
乡政府专职队由 11 名队员组成，配备 6 吨
水罐消防车一辆，灭火战斗服、抢险救援服

等装备器材 166 件套，由隆子县消防救援
大队负责业务培训及指导，乡镇政府负责
统一调度指挥、日常管理和经费保障，主要
任务是参与防火巡查、入户检查、消防宣传
和火灾扑救工作，有效弥补了玉麦乡应急
救援力量的空白，破解了玉麦乡火灾防控
这一“瓶颈性”问题。

推动智慧消防建设
山南市消防救援支队依托玉麦乡专职

消防队建设工作经验，确立了由政府公益性
岗位补足基础消防安全管理岗位的新出路，
构建了乡镇消防安全管控一体化的工作制
度，并率先在全区范围内启动智慧消防在农
牧区火灾防控上的实际运用。

记者了解到，农牧区家庭智慧消防系统
集无线火灾报警系统、智慧用电系统和消防
远程监控系统于一体，能够实现火灾事故的

早期感知、报警信号的同步传输以及远程监
控。如今，玉麦乡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智慧消
防系统。当探测区域内发生火灾事故时，可
以立即通知乡镇领导和政府专职队前往现
场处置，达到打“早”打“小”的目的。

该负责人表示，在玉麦乡开展农牧区消
防安全管理试点工作是山南市消防救援支
队深入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
重要举措，也是支队推动“用心学党史、用情
办实事”成果转化，为群众解难题、暖人心的
具体实践。“我们将固化经验做法，积极推广
玉麦乡农牧区消防安全试点工作成果，逐步
建立‘点、线、面’结合的农牧区消防安全管
控体系，进一步筑牢农牧区消防安全防线，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百姓福祉保驾护航。下一步，我们还将在
全市推动玉麦试点成果应用，切实筑牢全市
农牧区火灾防控基础。”该负责人说。

位于山南市隆子县的玉
麦乡，被称为“高原孤岛”，消
防安全基础几近空白，一旦
发生火灾，消防救援力量无
法短时间赶赴现场灭火，极
易造成“小火大灾”“因灾返
贫”，而类似情况在山南市广
大农牧区普遍存在。为解决
这一难题，山南市消防救援
支队全面建强农牧区基层消
防安全组织，压实消防安全
管理责任，提升基础消防设
施建设水平，并率先在全区
范围内启动智慧消防在农牧
区火灾防控上的实际运用，
破解制约农牧区消防事业发
展的各项瓶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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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消防安全防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山南消防首次在农牧区推广应用智慧消防系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

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政 府 采 购 知 识
问：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应具备哪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