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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 话家乡

今年44岁的次仁平措是昌都市察雅县
卡贡乡卡贡村党支部书记，作为一名基层人
大代表，他把基层之变和感恩之情带到自治
区两会，传递卡贡村的好声音。

卡贡村位于察雅县东南部，距离察雅县
城23公里，坐落在深山河谷之中，澜沧江的
支流紫曲河绕村而过，从这里注入澜沧江。

次仁平措介绍：“十年前，卡贡村村民喝
水全靠下河取水。如今，我们每家每户都用
上了自来水，一年四季也不用为水发愁。过
去，卡贡村出行工具单一，公路更是不通达。
现在，柏油路修起来了，水泥路也铺上了，出行
方便了，到县城的路程也缩短了，这都离不开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如今，卡贡村村民的居住条件与过去
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高海拔地区的村
民集中搬到了低海拔地区，很多老房翻新
换新颜，一些危房改造工程也落实到了困
难家庭。

近年来，卡贡村依靠良好的河谷区位优
势，着力发展苗圃产业。通过开展相关技术
培训，改进村民种植技术，采用科学化管理，
规模化种植，如今苗圃产业基地规模达到了
2000余亩。截至目前，苗圃产业基地带动附
近群众45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
3.45万元，人均年增收8625元。

卡贡村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提升了
当地的林地、草地等绿地覆盖面积，实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绿色致富路。

次仁平措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卡贡村
“水电路讯网”等十项提升工程逐一落地，
强力推进农村安全饮水、村组道路通达硬
化、住房安全提升等工程，改变了房屋破
旧、道路泥泞、通讯不畅等落后面貌，补齐
了民生短板，提高了民生质量，群众居住环
境得到显著改善。

“家乡能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要感谢
国家感谢党对农村发展的大力支持，希望家
乡的发展兴兴旺旺，村民的日子红红火火，
生活幸福指数逐年提升！”次仁平措满怀期
待地说。 文/记者德吉曲珍图/记者余婷婷

两会 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先后投资344.82亿元，建设公租房（廉租房）14.13万套，改造棚户
区21.86万户，建设干部职工周转房6.22万套，实施126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我区住
房保障已覆盖所有地市、县（区）和乡镇，构建了以周转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为主体，推
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住房保障体系，通过实物配租与租赁补贴并举方
式，基本实现了城镇低保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 文/记者娄梦琳图/记者黄慧英

建设周转房
解决职工后顾之忧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区住
房城乡建设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城镇化
建设快速推进，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其中，周转房
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西藏特殊区情，解决在
藏工作地无房干部职工住房问题的一项特殊
优惠政策，也是西藏住房保障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21 年，刚刚在拉萨参加工作的何先
生，申请了周转房，审批通过后就顺利入住
南苑。搬进新家后，何先生就去家具市场购
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把家里布置一番便安
心住了下来。“这个房子是装修好的，水电燃

气都有配备，基础设施配套也很齐全，住起
来挺舒服的。”何先生告诉记者：“我们单位
离南苑也不算远，这边交通比较便利，上班
也很方便。”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进忠告诉记者，
2014年至2016年间，我区投资52.65亿元，建
设乡镇周转房3.2万套，实现全区696个乡
镇（街道办事处和两个口岸）和基层干部职
工全覆盖；2016年至2017年间，投资3亿余
元，建设1216套“组团式”人才周转房，解决

“组团式”援藏人员住房困难；2021 年至
2022年计划投资30亿元，新建周转房10000
余套，解决区直、地市和县区周转房存量不
足和结构性需求问题。

扩大保障范围
提高住房租赁补贴

公租房（廉租房）作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解决城镇中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也是政府为民办实事
工程安居惠民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区建设公租房（廉租房）14.13万
套，让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实现了住有所
居，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攀升。

2010年，我区建立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在
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
设，将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含低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
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到住房保障范围。2016
年，在全国停止实施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大
环境下，国家支持西藏2016年至2020年继续
实施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

为了让更多未享受实物配租的住房困难
群体得到实惠，2021年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
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管理办法》，降低
了住房租赁补贴准入门槛、调整了补贴标准、
扩大了保障范围、规范了管理制度，补贴标准
从225元/人/月提高到最高300元/人/月。目
前，已累计向12.7万余户（次）20.1万人（次）发
放租赁补贴6亿余元。

改善住房条件
让“忧居”变“优居”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重大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不仅
能提升居民的居住条件，还对完善城市功能、
提高居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区改造棚户区21.86万户，实施126
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全区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5.62平方米，比10年前
人均增加9.48平方米，城镇居民居住条件和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018年6月，拉萨市城关区加荣棚户区
小康安居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多的施工，
棚户区改造全面完工。如今，加荣棚户区已
旧貌换新颜，一个配套设施完善、优美宜居的
现代城市小区亮相在加荣社区。加荣棚户区
改造安置户尼玛次仁说：“自从搬进了新家，
生活越来越好了，小区环境也非常舒适，和之
前的居住环境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棚户区
改造使几十万城镇居民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得
到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树牢“不但有房
住，更能住好房”理念，住房建设质量和品质
大幅提升。以前随处可见的石混、土木结构
的土坯房、铁皮房成为历史，被抗震节能的
钢筋混凝土砖混结构和框剪结构的单元套
房所代替，并逐步完善厨房、卫生设施配套，
严格执行节能标准，普遍采用墙体、屋面、窗
户节能保温措施。特别是近几年，新建住宅
向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建材不断推广使用，
并因地制宜发展高原装配式建筑住宅，将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住房发展全过程，努力打造
生态优良、绿色宜居的居住环境。

2023 年，我区计划实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 21896 套（户），其中：公租房 4516 套，棚
户区改造 17170 户，保障性租赁住房 210
套。李进忠说：“我们将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持续完善安居保障体系，筑牢百姓

‘安居梦’。”

自治区人大代表、察雅县卡贡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

卡贡村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进忠：

今年我区计划建设4516套公租房

杨发菊说，中小学生是一个身体
发育日趋成熟、意志品质日益提升的
特殊群体，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走向
成熟但未成熟，内心既敏感又脆弱，
加之很多普通民众对青少年心理疾
病的认识和处置存在较多偏见和误
区，使中小学生极易受到来自学校、
家庭和社会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在
学习、生活、情绪调适、自我意识和人
际交往等方面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
题，甚至出现厌学辍学、网络成瘾、情
绪障碍等行为。

为此，杨发菊建议，加强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培养心理健康教
师，建立心理咨询室，减少和避免中小
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和蔓延。将学校
心理辅导和家庭心理辅导结合起来共
同应对，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文/记者德吉曲珍 图/记者余婷婷

野生动物是社会共同的宝贵财
富，受法律的保护。然而在保护野生
动物的同时，也出现了人类同野生动
物的生存矛盾。

自治区人大代表、山南市措美县
扎西松多村党总支书记尼玛次仁是一
名基层人大代表，他走访发现，随着野
生动物的不断增多，其毁坏农民粮食
和草场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由于自然
环境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野生动物
外出觅食时往往会损坏庄稼和耕地，
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如果不采取
行动，农牧民就白白受到损失。如果
采取应对措施，又难免对野生动物造
成伤害，甚至触犯相关法律。因此，尼
玛次仁建议在耕地和草场周边建设围
栏，防止野生动物破坏耕地和草场。

文/记者梁兰 图/记者余婷婷

自治区人大代表、措美县扎西
松多村党总支书记尼玛次仁：

在耕地和草场周边建设围栏

两会 声音

昌
都
察
雅
县
卡
贡
乡
卡
贡
村
村
民
在
云
杉

育
苗
间
里
劳
作
（
资
料
图
）
。

新
华
社

自治区人大代表、墨竹工卡
县教体局党支部书记杨发菊：

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