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责编：周国欣 版式设计：贡如清 校对：何远平 要闻

人人参与汇聚共建共治合力
塔玛防诈安全员，守护群众钱袋子；塔玛

流协员，服务辖区流动人口；塔玛护学员，为
和谐校园保驾护航…… 谢通门县将“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
合，让志愿服务更加接地气，为基层社会治理
注入新动能。

“阿佳，请把车停外面。”“这位家长，请把
电动车摆正，方便他人停放车辆。”“同学们，
请排好队!”一个冬日的下午，正值达那答乡
如贵村双语幼儿园放假，街上车流量较大，来
接送孩子的家长较多，3名护学员和学校教职
工分守在路口，一边护送孩子出校门，一边疏
导校门口车流，现场秩序井然。

“都是为人父母，谁都不想让孩子出事。
我家就住在附近，每天过来维持秩序也很方
便。”护学员格桑伦珠说。

达那答乡对乡完全小学和四个双语幼
儿园开展了护学岗建设工作，联合派出所及
时督促学校在周围主要街道建立“学校、家
庭、公安”三位一体的护学岗，常态化指挥疏
导过往车辆通行，为师生出行保驾护航。同
时深入挖掘乡史，将本地历史文化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组建“塔玛三员”（防诈安全员、流
动人口协管员、护学员）和“塔玛义勇”平安
志愿者队伍，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各项措施深

入落实。
截至目前，谢通门县建立平安志愿服务

站115个，组建了卡嘎泉水平安志愿服务队和
温泉义务消防队，拥有平安志愿者1980名，在
全县各乡镇建立了正规化综治联防队19个、
队员899名，先后主动参与维稳执勤、抢险救
灾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253次。

“智慧安防”助力实现长治久安
为切实增强干部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近年来，谢通门县安排“雪亮工程”专项资
金931万元，持续推动视频监控探头与“雪亮
工程”有效融合，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
化运用，高效集成社会治理数据资源，不断提
升社会治理精细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老人和孩子单独在家，打开‘和家亲’
APP，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能看到他们在干
什么。”2021年 1月 17日上午，达那答乡如贵
村村民德吉曲珍熟练地操作手机，兴奋地向
记者介绍。

“家家有监控，现在即使不锁门，也没听
说有哪家遭过贼，我们心里更踏实了。”村民
扎西接着说。

村民的安全感来自于如贵村的智慧安防
建设。如贵村下辖4个自然村，全村共计245
户1099人。以前，村里经常有牲畜被盗、破坏
生产的事情发生。为此，达那答乡平安建设

办公室与县移动公司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地
征求运营商的支持，将其打造成为“智慧安防
村”。如今，行走在如贵村，高清视频监控随
处可见。

与此同时，该村在解决广大农牧民基础
通信和上网需求的基础上，以安防摄像头为
抓手，将摄像头数据汇集到村委会，实时观看
整村监控画面，实现了可防性案件“零发案”。

“家里装监控就是好，有问题可以通过监
控第一时间还原事实真相。”据达那答乡党委
政法委员、派出所所长琼巴介绍，自开展“智
慧安防村”建设以来，辖区发案率大大降低，
真正实现了“发案少、秩序好、安全稳定、群众
满意”的工作目标。

调解能手助推矛盾纠纷化解
经济在发展，各种利益和矛盾纠纷不断

出现；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
强、利益诉求不断增加。如何有效化解矛盾
纠纷，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谢通门县通过建立健全县、乡、村“一站
式”三级矛盾调解体系，采取“敞开大门迎群
众”“深入家户解矛盾”等方式，让干部跑起
来，服务动起来，主动上门联系群众，畅通群
众诉求渠道，力争做到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恶
化、服务不间断、调解不出门。

“有时候老百姓为了很小的事情闹不愉

快，影响了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我们要做的
就是了解事情缘由，反复和双方沟通协调，解
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重归于好。”如贵村调
解员达瓦次仁告诉记者。

2015年 7 月，如贵村调动老党员、老干
部、老战士、老教师、老支书等群体力量，通过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支部考察、业务培训、持
证上岗等程序，选拔8名调解员成立了金牌
调解室。充分利用“五老”人员威望高、贴近
群众的优势，及时发现可疑苗头，积极疏导群
众“心结”。截至目前，金牌调解室共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16起，调解成功率100%。

据介绍，自谢通门县三级矛盾调解体
系运行以来，先后成功调处各类纠纷 421
起，涉及群众1678人、资金980多万元。谢
通门县先后荣获“自治区级平安县”和“‘先
进双联户’创评工作先进县”称号，更是多
次被评为“日喀则市综治工作先进集体”。
基层社会治理任重道远，唯有砥砺前行，久
久为功。下一步，谢通门县将继续提升社
会治理水平，培育文明乡风，促进村（居）民
的道德素质提升，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基层社会治理中，加快形成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

（记者 朱楠 胡荣国 陈林 扎巴旺青 朱
杉谢筱纯李洲）

街面整洁干净，民居簇新敞亮。西藏日
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的珠峰小镇，距珠穆
朗玛峰大本营仅有几十公里。每到登山旺
季，常有游客前来住宿游玩。

罗桑是珠峰小镇平措康桑酒店员工，大
学毕业后他曾在拉萨等地工作，但最终选择
回到了家乡。

选择源于变化。“前些年，从乡里到县上，
坐车要一整天。若是那时说要开发旅游小
镇，我可不信。”罗桑说。随着上海援建的珠

峰小镇完工，罗桑渐渐有了信心——道路越
发平整，交通日益便利；房屋翻新改造，居住
环境极大改善，更多商业设施正逐步建成。

“旅游产业不断升级，生活发生了新变化。”扎
西宗乡乡长袁俊说。

“发展旅游业，提升接待能力，我们
还有很多配套设施需要改善。”上海援藏
干部、定日县委常务副书记李肖辉说。
珠峰小镇建设过程中，政府专门投资建
设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中转处理中心

和污水处理项目，缓解扎西宗乡的生活
垃圾和污水处理压力，保护珠峰周边生
态环境。

次仁格旦自小生活在珠峰脚下，父亲年
轻时是一名登山向导。最早，乡里在附近支
起了一批帐篷，供往来游客住宿。次仁格旦
回忆，帐篷条件简陋，一年接待时间只有三五
个月，收入有限。

随着旅游企业入驻，珠峰小镇的名气越
来越大，次仁格旦也开起了家庭旅馆，接待能

力越来越强。
“在上海援藏队的支持下，我们开办

了民宿训练营，帮助经营者开拓思路，促
进当地旅游行业转型升级、多元发展。”携
程集团援藏干部、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邓
琦介绍。

“今后要持续打造珠峰小镇产业示范项
目，辐射周边村庄，以文旅产业促进乡村振
兴。”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
喀则市委副书记孟文海说。

谢通门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

为平安护航为幸福加码
西藏日报日喀则采访组

清理垃圾、清洁家园，人居环境整治人人参与；群众法治意识持续提升，平安和谐人人守护；摒弃陈规陋习，乡村文
明人人共建……乡村变化翻天覆地，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农牧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近年来，谢
通门县紧紧围绕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方面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拓宽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
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为民生提质、为平安护航、为幸福加码。

日喀则市珠峰小镇——

以文旅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人民日报记者 徐驭尧

拉萨市低运量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现对拉萨市低运量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一、网络查询方式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索取报告全文，可以登录拉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

（http://fgw.lasa.gov.cn）下载报告征求意见稿。

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拉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单位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江苏路30号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891-6364370

环评单位：北京环安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向军北里9号楼

联系人：叶工

联系电话：010-62258078

电子邮箱：bjhagzcy@163.com

三、公众环保相关意见反馈方式

公示期间在http://fgw.lasa.gov.cn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上述联系方式反馈。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年3月31日起十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