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近日，第四期全区基层
妇联干部“领头雁”培训班在拉萨开班。来自全
区各市（地）、区（县）基层一线的妇联干部参加了
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领头雁”培训班结合学员需
求，自治区妇联对课程设计、授课形式和授课老
师进行了周密安排，确保培训课程更具针对性和
实用性。在为期7天的培训时间里，课程采取理
论学习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政治理论
知识、乡村振兴、意识形态、家庭工作、基层妇联
组织改革、妇联业务、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进行
系统培训，突出思想政治引领、改革要求和业务
工作，紧密结合了当前党政工作大局和妇联工作
实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妇联干部的担当意识和
履职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积极找准
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主动作为、担当奉献，在加
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促进妇女健康发展、巩固脱
贫攻坚、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提升妇女综合素
质、实施妇女儿童规划、深化妇联改革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妇联机构设置优化方面，全面完成全区
697 个乡镇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和 5535 个村
（社区）“会改联”工作，全区专兼职妇联工作人
员达 4 万余名。基本实现了妇女人均 2 元至 10
元不等的工作经费；在推进妇女参政议政方面，
实现了全区 5535 个村（社区）“两委”班子中
100%有女性，村（社区）妇联主席100%进“两委”
的目标，女性进村“两委”比例达到22.82%；在组
织覆盖不断拓展方面，截至目前，在“两新”组

织、“四新”领域等女性较为集中的行业领域和
群体建立妇女组织 3400 多个，在全区城乡社
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生创业基地、妇
女合作社、居民小区等建立“妇女之家”“妇女微
家”“妇女儿童之家”5000多个。

自治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妇女事
业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高
度重视，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离不开基
层妇联干部的履职尽责。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
都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的骨干力量，是“领头
雁”“排头兵”。希望学员们能通过此次培训，进
一步提升能力素质，提高服务本领，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妇联工作和妇女儿
童事业中，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推动西藏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妇联人的贡献。

第四期全区基层妇联干部“领头雁”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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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方式更精准高效
宫颈癌和乳腺癌（以下简称“两癌”）是影响

妇女健康的两大恶性肿瘤，为此，我区高度重视
妇女健康，特别是“两癌”防治工作，从2009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始，将农村妇女“两
癌”筛查纳入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到2019
年又将妇女“两癌”筛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两癌”筛查的普惠性更加突显。

记者了解到，通过国家项目的支持，我区
妇女“两癌”筛查范围由农村向全区35岁至
64岁妇女覆盖，筛查方式由逐项检测向更精
准、更高效、更便民的复合检测转变，呈现出
多方参与多元化的服务模式。据统计，2019

年至2021年，我区累计完成53万余人次妇女
“两癌”筛查，通过妇女“两癌”早筛查、早诊
断、早治疗，使一定的患病妇女得到了及时救
治和帮助。

推广适龄女生HPV疫苗免费接种
妇女“两癌”防治需要卫生、教育、妇联、

医保等多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共同
参与。2022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妇女“两
癌”防治工作纳入到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出台
《西藏自治区妇女“两癌”综合防治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指出，我区将推广适龄女生
HPV疫苗接种一级预防。在知情自愿的原则

下，对全区无HPV疫苗接种史的适龄在校女
生实施免费国产二价HPV疫苗接种工作；对
2022年年满13周岁和14周岁、2023年年满
13周岁的在校女生实施疫苗接种。要求在
2025年底前适龄在校女生HPV疫苗人群接
种覆盖率达到80%以上。

优先保障尚未接受筛查的适龄妇女
在妇女“两癌”筛查方面，《实施方案》指

出，我区将开展全区35-64岁农村妇女和城
市低收入妇女“两癌”筛查，优先保障尚未接
受筛查的适龄妇女，及时救治确诊“两癌”患
者。在2025年底前，妇女“两癌”筛查率达到
50%以上、早诊率达到90%以上、防治知识知

晓率达到80%以上。
记者了解到，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妇

女“两癌”防治工作纳入到政府民生实事工
程。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自治
区妇联根据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实施方
案》的职责任务，聚焦妇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以服务妇女健康需求为切入点，把“两癌”
筛查作为服务妇女民生的重要举措、贯彻落
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的具体措施。为
此，自治区妇联制定妇联系统行动方案、召开
启动仪式、开展宣传培训，配合卫生健康部门
有计划组织妇女参加筛查，及时为患病妇女
提供关爱服务，让妇女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我区将“两癌”防治纳入政府民生实事工程
将开展35至64岁农村妇女和城市低收入妇女“两癌”筛查

近日，自治区妇联在拉萨
开展 2022 年度巾帼关爱行动
——西藏“两癌”筛查启动仪
式。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
到，近年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
密切配合当地卫生健康部门，
积极组织农牧区妇女开展“两
癌”筛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据统计，2010-2021年，自治区
政府使用公共卫生资金1.72亿
元为 114.752 万人开展了“两
癌”筛查。自治区妇联还向全
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为1467名患病妇女申请了“农
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1146
万元，更好地保障了妇女群众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记者 娄梦琳

医护人员为妇女体检。▶
图由自治区妇联提供

“你们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以前拉郊村
的样子，悬崖峭壁间的土路又窄又长，走一趟
心悬得老高，如今宽阔的大路都修到家门口，
坐上汽车就去逛山南喽！”70多岁的老党员
仁增罗布说。

“现在的生活是真好，党中央对我们深切
关怀，从孩子上学到老人看病都有优惠政策，
还给我们修‘别墅’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特意到西藏看望慰问我们各族群众，哈哈哈，
幸福的事儿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拉郊村村委
会主任扎西桑珠接过话头说。

二十出头的拉郊乡农牧专干嘎玛卓嘎给
大家添上茶，她前段时间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拉郊乡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旦增平
措呷了一口热茶说：“以前都说‘嫁人不嫁拉
郊人’，现在是拉萨的姑娘也嫁到我们这里来
了，老话应该改一下，‘嫁人就嫁拉郊人’。”

旦增平措的话逗乐了在场的人们，茶香
浸润着欢笑声在甜茶馆里漫溢开来……这是
4月里发生在洛扎县拉郊乡拉郊村巴桑曲珍
茶馆里的一幕。

听当地人说，这样的场景和对话在拉郊
乡已是司空见惯，在山高、路远、谷深的洛扎
县拉郊乡，耳闻目染、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

原来，在这个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
不丹接壤的边境小村庄里，党建有绝招、接地
气，乡里的党员经常在甜茶馆里宣讲党的方
针政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甜茶馆里话党

恩，融党建于最“家常”的场景，让党旗高高飘
扬在边境线上。

阵雨后，群山怀抱中的村庄清新迷人，红
色屋顶的连栋楼房门前挂着的门牌引人注
目，门牌上“我是共产党员”六个字闪亮夺
目。拉郊乡所有党员家门口都有这样的门
牌。拉郊乡党委书记顾世超说：“共产党员就
是要亮明身份，在强边固边和增收致富等方
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动地为群众办
好事、解难事。”

拉郊乡的村民也都养成了这样的“习
惯”：有事就找门口挂了牌子的。

今年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阻断了
拉郊村到杰罗布村的道路，部分路段积雪2
米以上。乡里的党员干部不畏严寒和路途艰
险，第一时间带领大家铲雪除冰，经过20多
天的奋战，终于保通了50多公里的乡村主干
道，保障了村民的出行安全。

暴雪把村民次仁卓玛家的阳光房顶压出
了裂缝，随时可能倒塌，村第一书记索朗多吉
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村里的党员进行抢
修。后来，次仁卓玛逢人就说：“遇到困难找
党员，准没错儿。”

今年初，由于家中煤气管老化漏气，拉郊
村五保户索朗次仁不小心烫伤了脸和手，村
委会主任扎西桑珠马上开上自家的车，把索
朗次仁送到100公里以外的县医院，还自掏
腰包垫付了医疗费。

这一桩桩、一件件“小事”，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拉郊乡的党员和群众亲如鱼水，和谐融洽。

在拉郊乡，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党
员带头巡山护林、守边固边、扶贫济困、团结
互助、修路铲雪……正如旦增平措所说：“组
织发话了，党员就要往前冲！”

（西藏日报记者 张韬 达娃次仁 德吉卓
嘎 扎西白玛 刘枫）

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边境线上
——山南市洛扎县拉郊乡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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