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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水利局

让居民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城关区

举办第二批社区工作岗前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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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开 展 廉 政 警 示 教 育

全心全意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堆龙德庆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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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全年共

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13142 针次，

完成率为 83.79%；已完成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13142 户 42742 人，重点人群共 15012

人、签约人数 14818 人、签约率 98.7%；已

体检 32652 人，体检率达到 78.39%；无甲

类传染病报告，无死亡病例……与成绩对

应的是，堆龙德庆区卫生健康事业攻坚克

难不断发展的坚实步伐。

2023 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卫生健

康事业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健康需求，有力守护堆龙德庆区各

族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加强

2023 年，由堆龙德庆区人民医院为

牵头医院，整合区疾控中心，德庆镇、马

镇、古荣镇 3 所卫生院及东嘎街道、乃琼

街道、羊达街道 3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辖区一体化管理 29 个村卫生室，组成堆

龙德庆区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并下设

十个职能部门，将“二十个统一”工作作

为年度工作重点，目前已完成“统一医疗

卫生资源”等 16 项统一工作，“统一财务

管理制度”“统一绩效考核机制”“统一完

善健康大数据平台”“统一建设医院信息

化”四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公共卫生服务不断优化

堆 龙 德 庆 区 全 民 体 检 目 标 人 数 为

41648 人，体检项目包含一般体格检查、

妇科普通检查、辅助检查等内容。截至

目 前 ，已 体 检 32652 人 ，检 出 患 病 群 众

14593 人，体检结果已及时向群众反馈，

体检率达到 78.39%；由医共体牵头建立

医院科室包卫生院的团队化家庭医生签

约机制，充分发挥好区人民医院科室作

用，已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户数 13142

户、人数 42742 人，重点人群共 15012 人、

签 约 人 数 14818 人 、签 约 率 98.7%；全 年

共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13142 针

次、完成率为 83.79%；传染病管理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平稳进行。截至

目前，堆龙德庆区网络直报共报告法定

传染病乙、丙两类 14 种共 1014 例，无甲

类传染病报告，无死亡病例。同时，加大

卫生应急队伍的培训力度，并与相关部

门沟通协调，建立了信息沟通渠道和联

动机制；重点推进“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创建，全面做好慢性病示范区初审准

备，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体系，并取得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已完成高血压、糖尿

病、重症精神病、65 岁以上老年人的建

档工作，并对建档患者每月进行定期随

访、记录；按照慢阻肺项目工作所需，为

各镇（街）卫生服务中心购置 6 台肺功能

监测仪及耗材，高危人群登记 492 人，其

中 肺 功 能 检 查 已 完 成 434 人 ，完 成 率

59.5%；堆 龙 德 庆 区 2023 年 孕 产 妇 总 数

428 人、建卡数 428 人、建卡率为 100%，接

受 系 统 管 理 产 妇 数 253 人 、管 理 率 为

97%；7 岁以下儿童数为 3737 人，管理率

99.5%；0 至 3 岁儿童人数 1647 人、管理率

98.54%。

宣传科普力度不断加大

堆龙德庆区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的

卫生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健康教育工作

在卫生工作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扩大

了对季节性传染病和戒烟、控烟知识，以

及对卫生政策、法律法规、科技成果、科

普知识等内容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提高

了全民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自主

编印了藏汉双语宣传册，主要涉及的内

容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出生缺陷》《学

校 常 见 传 染 病》等 17 种 内 容 的 宣 传 资

料，制作各类宣传品 17 种，同时结合堆

龙德庆区创建慢性病示范区工作，制作

禁烟标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等宣传

折页 5 种，并将创建慢性病示范区、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健康巡讲、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同各类主题卫生

宣传日有机结合起来，通过“1·29”世界

防治麻风病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专题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

下一步，堆龙德庆区将通过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统筹县域内基本医疗和公

共卫生资源，进一步形成县乡村一体化

网络，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更加

有效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同时，健全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动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

机制，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连日来，为深化主

题教育和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工作成果，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堆龙德庆区马镇充分利

用辖区 67 名环卫工人熟悉人、事、地、物、情的优

势，探索建立“橙色探头”工作模式，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向纵深发展。

马镇充分发挥环卫工人走街串巷、眼观六路的

“前哨”作用，在开展日常环卫工作中广大环卫工

人用眼看隐患，及时发现、处置、报告涉及环境整

治、道路安全、设施损坏、材料乱堆等制约基层治

理工作的问题和现象；用耳听信息，充分体现环卫

工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亲民”优势，收集

村情民意，协助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切

实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力争做到小事不

出“格”、中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手清乱象，充

分发挥环卫工作覆盖面广、机动性强、直面问题的

“高效”特点，力所能及向路人提供帮助，积极主动

化解邻里纠纷，直言不讳制止不文明行为，合力清

运大件物品，及时消除工作隐患。

此外，马镇研究制定了《马镇“橙色探头”情况

报送机制》，将奖励资金纳入 2024 年财政预算，初

步明确情况反馈、分析研判、工作处置、兑现奖励

等工作流程。截至目前，马镇通过“橙色探头”工

作模式，共收集涉及环境卫生、道路安全、乱堆乱

放等有效信息 23 条，排查风险隐患 6 个，化解矛盾

纠纷 4 个。

下一步，马镇将继续发挥“橙色探头”作用，通过

实践逐步完善工作中的短板弱项，补齐全镇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末端管控”方面的盲区和空白点，为建设平

安、和谐、美丽马镇保驾护航。

本报拉萨讯（通 讯 员 小拉姆次仁 记

者 拉巴桑姆）自 第 二 批 主 题 教 育 开 展 以

来，拉萨市水利局紧紧围绕“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把开展主题

教育与农村供水保障紧密结合起来，有效

实现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努力让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成 色 更 足 、幸 福 感 更 可 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近年来，拉萨市水利局按照“建大、并

中、关小”的工作思路，统筹城乡供水一体

化建设，科学规划建设水源、水厂、管网工

程，依托大水源、接入大管网，推动有条件

的地区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

服务、同监管。投入资金 1.6 亿元，建设塔

荣镇集中供水工程、娘热街道规模化供水

工程、墨竹工卡县饮用水水源地工程，有

效 解 决 11 万 名 群 众 饮 水 问 题 。 此 外 ，针

对高海拔地区气温低、自然条件恶劣，水

源、管道、水龙头易结冰等实际情况，严格

按照“两头暖、中间深”工作思路，采取管

道深埋、新建机井、“穿衣戴帽”、电热丝缠

绕等措施，建成高海拔供水工程 35 处，切

实解决 2.93 万名群众供水难问题，彻底结

束了群众凿冰取水、下河背水的历史。

同 时 ，拉 萨 市 推 动 农 村 供 水 责 任 由

“无名无实”向“有名有实”转变。落实农

村 供 水 管 理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主 体 责 任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行 业 监 管 责 任 、供 水 单 位

运 行 管 理 责 任 ，动 态 更 新 集 中 供 水 责 任

人 800 余 人 次 ，划 定 农 村 水 源 保 护 区 20

个，探索建立“县级农村供水运行管理机

构 + 专 业 化 管 护 + 乡 村 水 管 员 ”管 护 机

制 ，压 紧 压 实 供 水 工 程 管 理 主 体 和 管 理

责 任 ，坚 持 一 个 电 话 、一 条 清 单 、一 套 台

账 的 原 则 ，安 排 专 人 负 责 农 村 供 水 服 务

监 督 电 话 接 听 、记 录 、跟 进 ，全 力 打 通 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

截 至 目 前 ，拉 萨 市 共 建 成 供 水 工 程

1540 处 ，有 效 解 决 32 万 人 的 安 全 饮 水 问

题 ，农 牧 区 集 中 供 水 率 达 92%，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86.18% ，供 水 保 障 率 达 95% ，水 质

达标率达 100%，位居全区前列。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近日，城关区举办第二批社区工作者岗前集

训，为 445 名即将分赴城关区 80 个村（居）社工岗位的高校毕业生讲授入职

“第一课”。

集训会重点围绕“澄清关于社区工作的几个认识误区”和“明确社区工

作平时干什么”两个内容进行讲解，并结合社区工作者关心的薪酬待遇、发

展前景、工作环境、职责定位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读，要求社区工作者找准定

位，明确职责任务，尽快投入到工作岗位中。此次集训会旨在帮助社区工

作者尽快了解并适应工作环境，掌握好岗前业务知识，为参与基层治理工

作打好基础。社区工作者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集训会学习充分了解了基

层基本情况，学到了基层治理工作相关业务知识，将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运用学到的知识，更好地服务社区群众。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记者从林周县了解

到，近年来，林周县积极增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供给，扩大签约覆盖面，强化签约服务内涵，突

出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推进有效签约、

规范履约，夯实签约服务政策效力，逐步建成以

家庭医生为“健康守门人”的家庭医生制度，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

据悉，为建立健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制

度，林周县卫健委结合实际制订《林周县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实施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培训

力度，形成政府部门主导、医疗机构协作、基层卫

生机构为平台、多种社会资源参与的工作机制，

通过实地查看、随机抽查、走访入户、群众满意度

测评等方式，检查家庭医生履约情况，确保各项

任务落实到位，持续提升林周县农牧民群众满意

度，利用信息化手段和群众回访等方式，定期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开展监督评价。

2023 年，林周县卫健委组织培训 5 次，参与

人数 180 余人次；督导检查 7 次，走访 200 多户；

发现问题 35 个，下发整改清单 30 份，整改完成

35 个。

为鼓励家庭医生（团队）做到应签尽签，建立

健全契约服务关系、履行健康服务责任，林周县

制订了《林周县 2023 年度乡（镇）卫生院绩效考

核实施方案》，将家庭医生履约服务纳入绩效管

理，通过乡镇卫生院月评比、县卫健委半年考核

等方式，鼓励支持家庭医生（团队）评先争优，提

升家庭医生职业荣誉感。2023 年以来，共考核

评比 145 人，发放绩效资金 184.01 万元。

以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脱贫人口以

及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作为签约服务的重点

人群，通过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提高基本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质量、

保障合理用药、开展上门服务、加强藏药服务等方式，提供优质健康教育

服务和优化健康管理服务，提升签约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2023 年，

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15730 户、59743 人，签约率达 100%，群众满意率达

99%以上。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近日，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干部职

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永远吹冲锋号》警示教育专题片第四集，

结合各自岗位和工作实际，谈体会、讲认识、思不足；会议通报了近期中央

和西藏地方查处的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结合身边人、身边事，教育提醒干

部职工要以案为鉴，切实汲取深刻教训，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牢固树

立“防未病”意识，严于律己，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绷紧拒腐防变

的思想之弦，不断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会议要求，干部职工在政治

上要做到清醒坚定，纪律上要做到令行禁止，办事上要做到恪守规矩，修

养上要做到怀德自重，自觉做良好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拉萨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将进一步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强对“关键少数”特

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强化警示震慑，一体推进“三不腐”建设，持续营造

和保持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动拉萨烟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连日来，拉萨市城关区八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对辖区居民

进行了免费体检。

图为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 。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净土便民生鲜超市与百益商

贸集团联营的 16 家“百益·净土便民生鲜超市”同步开

业。据了解，城关区净土便民生鲜超市于 2023 年 5 月正

式投入运营，是拉萨市城关区净土公司旗下的全资子

公司，目前在拉萨大街小巷共设有 59 家超市。城关区

净土便民生鲜超市的投入运营为本地居民群众购买生

活必需品提供了便利，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本地

特色产品更好流通。下一步，城关区将持续推进便民

生鲜超市建设，抓好规范运营管理，充分发挥其惠民、

利民、便民的保供作用，让群众的“菜篮子”拎得越来越

舒心、贴心。

上图：便民生鲜超市开业仪式现场。

右图：社区群众在家门口的超市购买蔬菜。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惠民 利民 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