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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琼兰介绍，她已经连续三年参
加自治区两会了，是一名“老委员”了，
此次参会准备了关于拉萨早中晚高峰
期，如何缓解城区主要道路交通拥堵
的建议，希望通过提出的建议，能让城
市交通变得越来越通畅。另外，她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出台相关的招商引资
政策，吸引大量商户入驻拉萨顿珠金
融产业园。同时，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将天然气管道延伸至拉萨顿珠金融产
业园，让住户在寒冷的冬天用上天然
气供暖。 记者 张雪芳

自治区政协委员、拉萨市厚北
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琼兰：

缓解拉萨交通拥堵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
飞速发展，传统媒体产业的经营模式与
格局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集
中地体现在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的兴
起。在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
王娜带来了关于“媒体融合”的建议。

“现在大家都通过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关注一些新闻焦点、热点问题，目
前，昌都市各（区）县融媒体中心都相
继挂牌成立，希望通过推动媒体融合
发展，制成不同类型的融媒体产品供
群众选择，以此来满足他们对新闻个
性化的需求。”王娜说。 记者 王静

自治区政协委员、昌都市委
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王娜：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据悉，提案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引导藏传佛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问题提交提案41
件，占提案总数的11.36%；围绕发展数字经
济、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特色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政策等提
交提案281件，占提案总数的77.83%；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排污减排、野生
动物保护、生态补偿等提交提案30件，占提
案总数的8.31%；围绕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小康村发展等提交提
案9件，占提案总数的2.5%。

其中，关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提案，
得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的高度重视，与自治
区发改委、经济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商
务厅、乡村振兴局和通信管理局联手推进基
层数字乡村新型智库建设，形成了数字乡村

规划，助推了农牧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
型。关于加快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关于进
一步推进和加强扶贫产业后续发展的提案，
被自治区发改委和农业农村厅纳入《西藏自
治区“十四五”工业高质量发展规划》《西藏
自治区扶贫产业项目资产清产核资办法（试
行）》中。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强进藏干
部职工子女内地就学政策落实的提案》，自
治区教育厅着力加强与国家教育部的沟通，
推动尽快出台《进藏干部职工子女西藏区外
就学办法》，并争取在成都建设一所规模在
3000人左右的15年一贯制学校，重点解决进
藏干部职工子女就学困难问题。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围绕教育、食品
安全等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通过自治区政
府领导领衔督办重点建议提案，有效解决了
一批实际问题，推动2021年建议提案办理整
体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实现政府系统承办

的239件建议、313件提案沟通率、办复率、满
意率100%，其中，“很好，满意”较2020年提
升7个百分点，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的建
议而来，成就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卓嘎强
调，做好 2022 年政协提案工作，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
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必须紧紧围绕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
大任务和工作部署，深入调查研究，关注社
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发挥提案工作优
势，为推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四郎班觉说，他们村附近有很多山，
其中一座山上盛产各种草药，吸引了全
区各地采药商前来收购药材，给当地老
百姓增加了收入。为了更多地卖草药，
部分村民以及采药商的采挖行为，导致
山上很多种草药没有办法正常生长。希
望通过这个提案，能够引起政府部门的
重视，出台草药采挖管理规定，加强山体
环境治理工作力度。 记者 张雪芳

自治区政协委员、昌都市类乌齐
县类乌齐镇香迁村村民四郎班觉：

出台草药采挖管理规定

商报讯（记者 张雪芳）自治区政协委
员、达孜区政协副主席桑林·才旦旺姆在
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提出了关
于达孜区“优化调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建议。她建议将无保护价值的区域合
理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有利于加快城
乡一体化建设和现代农村建设。

黑颈鹤每年 10 月中旬至 11 月初到
达达孜区，翌年3月中旬至4月初北返，
在越冬地生活 150 天左右。以植物的
叶、根茎、荆三棱、块茎、水藻、玉米、砂
粒为食，也吃昆虫、鱼、蛙以及农田中残
留的作物种子等。根据黑颈鹤的习性，
建议结合黑颈鹤过冬栖息的时间段、栖
息习性，出台针对黑颈鹤过冬栖息区的

保护管理政策，以确保经济发展与动物
保护和谐共生。

据悉，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
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达孜区的核心
区，位于达孜以东、墨竹工卡以西的拉萨
河谷地段，缓冲区位于达孜核心区外围，
达孜区的五乡一镇（除德庆镇）均在自然
保护区内。以黑颈鹤为主的珍稀水禽的
越冬地栖息环境与当地农田、水塘等密
不可分，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高度重叠。因此，桑林·才旦旺姆提
出了以上建议，希望该建议能够引起相
关部门的重视，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带来更多的便利，提升当地老百姓的幸
福指数。

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收到提案384件
立案361件，均已按时办复完毕

自治区政协委员、达孜区政协副主席桑林·才旦旺姆：

建议达孜区“优化调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月3日，记者从自治区政
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获悉，自治
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以来，广
大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
专门委员会认真履职、多维建
言，共提交提案384件，立案361
件，立案率94.01%。自治区政府
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12件、
自治区政协领导领衔督办重点
提案10件。截至2021年11月
25日，63家承办单位办理的提
案，均已按时办复，办复率为
100%。提案工作为推动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和服务全区各项事
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 张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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