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喀则市康马县是一座魅力边城，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

藏族、汉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满

族、哈尼族等 13 个民族的干部群众乐居

于此，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携手并肩阔

步前行在民族团结“大道”上。

2023 年，康马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大力践行

“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要求、改进

作风狠抓落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

模式，持续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

共乐、共建共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2024 年 1 月 16 日，康马县被国家民

委授予“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示范单位”。

坚持以政治引领统揽全局坚持以政治引领统揽全局

近年来，康马县积极推动利益联结

同构，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

求，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

强化统筹推动，健全“一把手”负总

责制，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着力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实施《康马县关于西藏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规划实施

细则》等指导性文件，从本级财政投入

100万元设立民族团结创建专项经费。

突出党建引领，配齐配强寺管会干

部和乡镇统战委员，加强民族工作机构

建设，强化民族工作力量，开展党的民

族理论政策法规学习 50 余次；建立每周

结对帮教机制，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推广工作。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加 快 推 进 雅 江 雪

牛、野生香料、达巴枸杞、达修锶源水等

产业发展壮大，培育有发展基础、有前

景的集体经济和合作社 180 家、扶持壮

大农牧业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3家。

坚持以自治强基激发活力坚持以自治强基激发活力

康马县积极推动社会和谐共享，建

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积极

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

环境。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持续推动村民

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规范

化建设，划分网格小组 162 个、配齐专兼

职网格员 823 名，推动形成以县综治中

心为圆心、9 个乡镇中心为主干、49 个村

党组织为分支、440 户党员中心户为基

点的平安建设实战化平台。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深入开展宗教

界“三个意识”“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

僧尼”教育；认真落实利寺惠僧政策，先

后投入 690 万元实施寺庙“六建”“九有”

工程，让广大僧尼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融媒体中心等阵

地作用，开展宣讲活动 710 余场次、参

与群众 5.8 万余人次；深入挖掘乃宁曲

德寺抗英遗址红色资源，投资 100 余万

元打造乃宁新时代爱国主义和民族团

结 教 育 展 厅 ，累 计 接 待 干 部 群 众 6100

余人次。

坚持以德治教化涵养底色坚持以德治教化涵养底色

康马县积极推动精神家园同创，把

德治教育作为推进民族进步创建的重

要抓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

有精神家园。

开展文化润边行动，着眼于群众喜

闻乐见形式，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更

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

务群众，累计创作民族团结优秀文艺精

品 35 部，村级文艺演出队累计演出 160

余场次，覆盖边境群众达 3.6万人次。

打造民族团结阵地，先后投入近千

万元资金新建民族团结广场，打造文化

墙 56 面，让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形有感

有效，推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

流、深度交融。

创新民族团结载体，在 G219沿线打

造 5 座“民族团结·爱心驿站”，满足过往

群众的饮水、充电、用药、旅游咨询等需

求，累计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560 余人

次、信息咨询 350余人次、爱心救助 20余

人次。

坚持以法治保障固本利远坚持以法治保障固本利远

康马县积极推动权益维护同进，依

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充分尊重各民

族风俗习惯，精心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加强服务管理，支持 50 余户其他省

市群众到康马发展，加强外来务工经商

人员服务保障工作，为 480 余名流动务

工人员造册登记，采取商品房、单位宿

舍、公租房等方式实现住房保障，解决

经商务工人员“后顾之忧”。

加强法治建设，制定完善法治建设

工作机制 3 个，常态化审查决策事项合

法性 36 件次，有效推进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精心组织法治宣传宣讲活动 60 余

场次，受教群众 2.2 万余人次，营造学法

守法用法良好氛围。

加强隐患排查，创新实施信访新工

作模式，开展矛盾纠纷隐患排查 290 余

次，协调落实群众被拖欠资金 1352 万

元 、涉 及 群 众 2210 人 次 ，排 查 化 解 率

100%，消除欠薪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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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边城 大道致远
—记康马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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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委组织部注重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选 拔 好 干 部 建 强 党 组 织

提高培训效率 提升群众技能水平

吉隆县公共职业技能实训基地投用

日喀则市文联

开展“送欢乐·下基层”志愿服务

近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日喀则定日县扎西宗乡托桑林村工作队开展了

“关爱进村庄，光明进农家”活动，免费为托桑林村、奶仓村以及克玛乡康萨村

100 名中老年人验光配备了老花镜,并向村民普及了科学用眼、正确佩戴眼镜等

相关知识。

图为驻村工作队负责人为群众发放老花镜。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 通

讯员 杨亚彬）日喀则市委组织部聚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开展主

题教育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中心工作

深度融合，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以

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做到两手抓、

两促进，为推进日喀则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日喀则 市 坚 持 凭 能 力 用 干 部 、以

实 绩 论 英 雄 ，公 道 正 派 地 选 拔 党 和 人

民需要的好干部，让有为者有位、能干

者 能 上 、优 秀 者 优 先 。 把 讲 政 治 作 为

干部选拔任用的首要标准。建立干部

考 察 信 息 联 查 联 审 机 制 ，全 覆 盖 开 展

家 访 式 考 察 ，分 级 分 类 建 立 健 全 干 部

政 治 素 质 档 案 并 动 态 更 新 ，确 保 选 出

来 的 干 部 始 终 旗 帜 鲜 明 讲 政 治 ；把 尽

责 有 为 作 为 识 别 使 用 干 部 的 重 要 标

准 。 突 出 在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固 边 兴 边

富 民 等 重 大 任 务 中 深 入 考 察 了 解 干

部，提拔重用市县两级在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等重要工作中知责思为、担

责敢为、尽责有为的优秀干部；把基层

一线作为识才用才的主阵地。注重在

提 拔 使 用 、晋 升 职 级 中 向 基 层 一 线 倾

斜，积极选拔经过基层实践历练、综合

素质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

日喀则市坚持常态化“充电”，沉下

去“练功”，走出去“取经”，加强干部人

才素质能力提升，不断优化干部人才成

长路径，培养锻造一支更加适应高质量

发展需要的干部人才队伍。发挥组织

部门牵头抓总、协调各方作用，组织举

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人才国情研修班、“政治三力”教育示范

班等培训，并把相关内容纳入各级各类

培训班课程。选派 213 名优秀干部人才

前往艰苦偏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开展帮

扶，选派 606 名干部到乡镇任职历练，让

干部人才在摔打磨砺中卓越成长。抓

住党政“一把手”和优秀年轻干部等“关

键少数”，选派 8 名干部参加中央“三部

委”挂职锻炼，选派 42 名村主干到对口

支援省市挂职锻炼，选派 19 名专业技术

人才参加“西部之光”“西藏特培”，让干

部人才在真学实训、真抓实干中见世面

长才干。

日喀则市立足增强基层党组织政

治 功 能 和 组 织 功 能 ，建 强 基 层 战 斗 堡

垒，有力提升服务保障经济发展的能力

水平。把基层党组织示范点建设作为

党建工作“第一工程”，打造 45 个高原经

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基层党组织示范

点，逐步形成区域化党建“一体推进”新

模式，辐射带动区域内党建工作水平整

体提升；坚持“党委建在产业带、支部设

在产业链”的工作思路，立足产业布局，

在蔬菜、旅游、青稞种植等产业发展片

区以及在产业集中连片区建立联村党

委 25 个、产业链党支部 18 个、党小组 41

个，形成“联村党委+产业链党支部+党

小组”三级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领导

作用深度嵌入乡村产业发展；精心组织

实施 563 个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项目，打造江孜县努康村等集体经

济龙头村，对 118个年收入低于 3万元的

村实施“一村一策、销号清零”，实现集

体和群众双增收，助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

春节、藏历新年临近，日喀则市文联

承办的“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

神文明建设行动——“送欢乐·下基

层”文化润边志愿服务活动在江孜县

加克西乡举行，旨在推动基层文化阵

地“强起来”，文化活动“活起来”，人

民群众“乐起来”。

活动中，市文联文艺志愿者表演

的歌曲、小品及加克西乡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文艺演出队的锅庄舞等节目，

获得群众的阵阵掌声。活动还向加

克西乡小学生发放了 30 余份爱心书

包、文具用品，为 20 户群众拍摄并赠

送全家福照片，为农牧民群众送上书

法 家 书 写 的 春 联 和 书 法 作 品 300 余

份、优秀书籍 60 余本，受到当地群众

一致好评。

近日，日喀则市非遗工作现场会暨日喀则市第四批（县区）市级非遗项

目牌匾传承人证书颁发仪式在拉孜县召开，现场颁发了第四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牌匾、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证书、日喀则市

级非遗旅游景区牌匾。

上图为与会人员在参观拉孜县非遗展区。

下图为与会人员在观看国家级非遗舞蹈《拉孜堆谐》。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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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

近日，日喀则市吉隆县公共职业技能

实训基地正式投入使用，90 余名学员

参加首批技能培训。

记者了解到，吉隆县公共职业技

能实训基地建设总投资 2000 万元，占

地面积 8.53 亩，拥有挖掘机模拟机 4

台，装载机模拟机 4 台，计算机 64 台，

灶台厨具 24 套等，可开展网络主播、

挖掘机操作员、装载机操作员、叉车

操作员、计算机操作员、中式烹调师、

藏菜厨师等培训。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实训基

地将不断加强基地建设，不断完善实

训设备，提供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培

训配套设施服务，更好地开展技能培

训工作，为促进社会就业、提升农牧民

群众职业技能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2023 年，日喀则市江孜县大

力践行“四敢”要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坚持与

上海援藏江孜联络小组共同发力，着力在完善沙

涓合作新模式、探索盒马订单农业新路径等方面

下功夫，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力，加

快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走

深走实。

据介绍，江孜县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党支

部+合作社+群众”和“规划先行、绿色环保、产业

支撑、特色突出、优势互补、品牌创建”工作机制，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开展首届“江

孜工匠”评选活动，针对市场需求和产品特点举

办新品发布会、合作推广、公开课等营销活动。

支持培育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等农产

品和纺织品加工业，推动“农业+互联网”融合发

展。加大对中小型企业、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和支持力度，促进沙涓合作

新模式、盒马订单农业新路径在全县范围推广复

制。

江孜县围绕“民族手工业”做文章，与上海沙

涓时装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共同探索，在索盖村

试点打造“前店后坊”产销模式，推动民族手工业

提质增收。2023 年组织 50 名本地手工业人员参

加“ 上 海 工 匠 ”郭 秀 玲 氆 氇 产 品 制 作 培 训 。 自

2023 年 10 月上岗以来，人均每月增收 4000 元；上

海沙涓时装科技公司与江孜县阿佳格桑氆氇农

民专业合作社签订 500 条围巾订单合同，促进合

作社增收 15 万元，相比上一年收入翻一番；与江

热乡残疾姑娘次仁片多签订 500 只布娃娃合同，

帮助她增收 4 万元。在江孜县热龙乡马玉村成功

举办沙涓“雪域·回响——日喀则传统服饰工艺

时尚秀”，着力打造“高原氆氇、时尚氆氇、艺术氆

氇”，当天直播平台销售“江孜系列产品”达 15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江孜氆氇羊

绒系列产品已在巴黎乐蓬马歇百货销售，预计将在 2024 年法国巴黎时装周亮相

宣推。

江孜县围绕“如何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市场”等课题开

展深度调研，着力打通“藏品入沪”和“沪品入藏”双向路径。充分挖掘上海市浦

东新区优势资源，引进上海盒马公司，以“高原第一和美乡村”为目标成功打造

西藏首个“盒马村”，促进盒马公司与江孜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班久伦布“盒马

村”共有优质青稞 1500 亩、有机青稞 200 亩，为盒马公司供应价值 60 万元的青稞

米和青稞面。与藏研公司共同出资 4400 万元新建青稞原料加工基地，鼓励和支

持藏研公司协助盒马公司实现部分研发新品生产线落户江孜县。2023 年，开发

首款青稞八宝饭，首季销售超 5 万盒；开发椰香青稞爆珠粽，广受消费者青睐，端

午期间销量超 10 万只；目前，海藻糖青稞吐司、青稞蒸饺、绿豆薄荷青稞凉粥等

10 多种商品已上市，形成了以青稞米、青稞粉、青稞爆珠为原料的 25 个系列产

品，组成了“青稞宇宙系列”商品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