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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时，已过饭点，外卖订单渐

少，忙碌许久的外卖小哥斯曲走进了比

如县“户外劳动者驿站”，决定在此休息

一下，顺便给手机充电。

“现在我们有了专属休息站，再也

不用为没个歇脚的地方而发愁了。”斯

曲开心地说。

在那曲市比如县城，有一群像斯曲

这样的户外劳动者，他们无论酷暑严

寒、刮风下雨，常年穿梭在大街小巷，为

干部群众生活带来便利，用辛勤劳动建

设美丽家园。

由 于 户 外 劳 动 者 工 作 存 在 不 定

时、不定点的特点，喝水、吃饭、休息、

充电等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县关注群

众 需 求 ，投 入 资 金 近 20 万 元 ，在 县 城

人 员 密 集 区 域 设 立 了 3 处“ 户 外 劳 动

者驿站”。

“以前没有这种驿站，我们就在树

下或者街边休息一会儿，现在条件好

多了，不仅可以休息，要是觉得身体不

舒服，驿站的医疗箱里还配备了常用

药品等，实在是太暖心了。”环卫工人

嘎拉说。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闲时能

充电”，一座座“户外劳动者休息驿站”，

透着温暖、透着关爱，成为了比如县户

外劳动者和群众的温馨港湾。

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 实 的 问 题 ，近 年 来 ，比 如 县 以 开 展

“ 办 实 事 、解 民 忧 、暖 民 心 ”活 动 为 抓

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

实惠。

水龙头连着大民生。过去，因地下

水资源的不稳定性和缺乏净水设备，水

源水质不达标一度是比如县干部群众

的烦心事。

比如县针对基层干部群众饮用水

中存在硬度高等问题，投入资金 70余万

元解决 148 台净水设备，受益干部群众

24000 余人，有效实现了“有水喝”向“喝

好水”的转变。

此 外 ，比 如 县 始 终 坚 持 将 关 怀 妇

女儿童作为工作重点，开展关爱服务

妇女儿童困难群体专项行动，重点关

注 留 守 儿 童 健 康 成 长 ，开 展“ 关 爱 留

守、困境儿童”集体生日活动；成立首

家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广泛开

展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组织开展

手工编织进村居活动，将“指尖技艺”

变 成“ 指 间 经 济 ”；注 重 关 心 关 怀 ，全

年 共 开 展 关 心 妇 女 儿 童 志 愿 活 动

4300 余次，参与人数 4.5 万余人次，为

全 县 147 名 尼 姑 送 去 价 值 41160 元 的

暖心包。

民 生 利 益 无 小 事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比如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困难

事、烦心事，让群众的生活更美满、笑容

更灿烂。

那曲市比如县：

办好民生实事 增进百姓福祉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本报拉萨 2月 21日讯（记者 王杰

学）近日，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

员会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进一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工作提出新的具体要求。

《意见》指出，做好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工作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提升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

平平安西藏和法治西藏的有效举措，

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对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推进法治西藏、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具有现实且深远的

意义。

《意 见》明 确 ，坚 持 行 政 机 关 负

责 人 出 庭 应 诉 为 原 则 、不 出 庭 应 诉

为 例 外 ，对 涉 及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公 共 卫 生 安 全 等

重 大 公 共 利 益 、社 会 高 度 关 注 或 者

可 能 引 发 群 体 性 事 件 等 案 件 以 及 人

民 法 院 书 面 通 知 行 政 机 关 负 责 人 出

庭 应 诉 的 案 件 ，行 政 机 关 负 责 人 应

当出庭应诉。

《意见》要求，要加强行政应诉工

作考核，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情 况 纳 入 全 面 依 法 治 藏 考 核 指 标 体

系。各级人民政府要及时了解本级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分析研

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要与人民法院建立“府院联

动”机制，共同加强业务培训和工作指

导，实现优势资源共享，共同提升领导

干部应诉能力水平。人民法院要每季

度向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抄告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实现信息互通

共享。

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印发《意见》

深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上接第一版）

“要坚持把树牢宗旨意识作为内在

要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王君正书记讲话里强调的

内容，让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巴登村党

支部书记新生的心里感觉暖暖的。

为了能进一步提升村子里的旅游

产业，打造“门巴风情旅游村庄”，最

近，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巴登村村民

忙着扩建民宿、修建观光步道。施工

现场一片火热，村子里家家户户出人

出力，村干部也和大家一起铲土、搬石

头。“作风建设根本上是为了密切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站在群众立

场思考问题，带着感情为群众解决问

题，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新生

说，要进一步把此次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工作落实，尽心尽责、用心用

情干好每一件事，回应群众需求，满足

人民期待，让未来的生活如同盛开的

桃花一样甜蜜。

（上接第一版）

“当然很喜欢新房子了，呀咕嘟（藏

语意为‘很好’）！”谈起搬进新居的感受

时，老人竖着大拇指说道。

他告诉记者，以前的旧房条件差不

说，每天光是提水都要好几趟，自己年

纪大了提不动，只能靠儿子帮忙。现在

的新房不仅通水通电，还有独立卫生间

和厨房，生活质量提升了。

如今，布嘎在享受着各种政策性补

贴的同时，家里还有 100 多只羊交给女

儿打理，生活衣食无忧。平日里，他还

靠着自己一手裁缝的手艺，为村里群众

制作新衣、缝补旧衣，一年下来也有上

万元的收入。

谈起今后的打算，布嘎说自己准备

搬到狮泉河镇与务工的儿子一起生活，

然后将房子租出去，增加收入。

“感谢的话是说不完的，我只有把

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才能回报党和政

府。”布嘎说。

别看只是村里的房子，但得益于国

道沿线和乡政府所在地的独特地理优

势，加上当地群众有较强的商业意识，

租房的大有人在，拉巴便是其中之一。

“年轻时我到处打工，最远去过普

兰县，但没有什么积蓄，后来看到朗久

村发展得挺好，就决定带着妻子扎西南

姆回乡创业，开起了藏餐馆，到现在已

经 4年了。”拉巴说。

公路沿线提升工程虽然没有涉及

拉巴自己的房子，但他租下了舅舅家

120 平方米的新房，改造成了“农村姑娘

藏餐馆”，由参加过厨师培训的妻子掌

勺，自己则负责内外杂事。

妻 子 的 厨 艺 加 上 拉 巴 的 勤 快 ，让

藏餐馆一开起来便生意兴旺，仅半年

时间收入就超过了 10 万元，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

“以前在旧房子里开餐馆，由于条

件差、设施差，接待能力也不行，收入平

平。”拉巴笑着说，“现在可不一样了，您

看这些卡垫、桌子都是我新买的，那边

还设了一个包间，方便更多人聚餐，大

家都喜欢到我这里来。”

创业就业增收忙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跟上。

“现在村里共有曲卡坚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农牧民劳务创收合作社、妇女

合作社三个经济实体，2023 年总计分红

97 万元，241 户群众每户分红 4050 元。”

朗久村村委会主任巴桑旦巴介绍道。

尽管现在看起来分红的金额还不

算太多，但全村上下没有停下前进的

脚步。2022 年，依托丰美的水草资源，

村里利用驻村工作队的办实事资金，

建起了“朗久藏家民俗风情村”，虽然

只经营夏季短短几个月，但纯收入达

到了 6 万元，还解决了 4 名群众的就业

问题。

今年 26 岁的珠吉群培是度假村负

责人，每个月工资有 3500 元，没有客人

的时候，他开着自己的装载车到工地务

工。在农牧民劳务创收合作社的带动

下，朗久村有 113 人次参与了公路沿线

提升工程，总计收入达到 14 万元，而珠

吉群培一个人的收入就达到了 3万元。

“现在村里的创收机会很多，只要

自己努力，一定能让腰包鼓起来，我还

这么年轻，将来一定有更好的发展。”珠

吉群培说道，眼里充满了自信。

目前，朗久村计划利用国家扶持资

金 50万元扩建扶贫超市，目前两层楼的

主体工程已经竣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和物资采购。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全乡

最大的超市，预计解决 5名群众就业，每

年纯收入超过 15万元。

利用公路沿线提升工程的带动效

应，村里还积极鼓励有条件的群众创业

经商，并给予相关政策上的优惠和帮

扶。目前，朗久村包括拉巴在内的 22户

群众从事商店、餐馆等经营活动，工程

竣工后总收入超过 50万元。

“再过几个月您来看，朗久村将变

得更加漂亮也更加繁华，商店餐馆到处

都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巴桑旦巴热

情地对记者说道。

本报巴宜 2 月 21 日电（记 者 张

猛）新 年 伊 始 ，林 芝 经 开 区 印 发 关 于

推 进 2024 年 一 季 度 各 项 工 作“ 开 门

红 ”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 ，出 台 9 条 支 持

企业稳岗稳产增效措施，发动项目建

设、服务保障、招商引资“三大春季攻

势”，为园区企业提振发展信心、释放

发展活力、凝聚发展动力。今年一季

度，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400 万元

以 上 、到 位 招 商 资 金 1 亿 元 以 上 、完

成工业产值 2800 万元以上、实际净入

库 税 额 600 万 元 以 上 ，确 保 实 现“ 开

门红”。

发 动 项 目 建 设 攻 势 ，让 项 目 不 停

工。打好项目前期准备仗，深化林芝

经开区建设发展联席会议机制，出台

《经开区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包保服

务工作方案》，实行周调度制度，督促

各项目前置单位提前介入、倒排工期、

并联审批，全力压缩审批时限，加快前

期手续办理，力促项目早日开工。打

好项目施工主动仗，实施建筑领域暖

春关怀行动，鼓励施工单位采取发放

“留岗红包”、保障住宿、改善餐食等措

施留住建筑工人，对经批准冬季不停

工的社会投资项目，1 月 1 日至 2 月 25

日期间在岗人员由林芝经开区管委会

给予每人每天一定程度补贴。加快入

驻厂房项目施工进度，对能在一季度

完成建设任务的高原生物科技产业园

标准厂房入驻企业，补贴企业相关前

期费用和厂房租金。

发 动 服 务 保 障 攻 势 ，让 企 业 不 停

产。全要素保障企业落地，充分发挥

林芝经开区涉企服务专区职能，安排

专人全程跟踪代办已落地招商引资项

目 前 置 手 续 ，加 快 落 地 项 目 供 地 进

度 ，加 快 建 设“ 标 准 地 ”和“ 标 准 厂

房 ”，探 索 开 展 工 业 用 地“ 交 地 即 交

证 ”“ 拿 地 即 开 工 ”、废 止 收 取 逾 期 开

工 违 约 金 和 土 地 开 发 利 用 履 约 保 证

金 、精 简 企 业 不 动 产 登 记 办 理 材 料 、

推行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证书“容缺

受 理 ”等 惠 企 措 施 ，保 障 招 商 企 业 尽

快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对取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未开工建设的

项目，能在 2024 年 3 月 31 日之前进场

施 工 并 完 成 500 万 元 以 上（不 含 土 地

出让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入统的企

业给予一定奖励。全方位保障企业生

产 ，及 时 协 调 解 决 企 业 困 难 诉 求 ，保

障扩大再生产，对经开区入驻粤林产

业园的生产企业，试行降低园区工业

用电成本和物业管理费，对于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9 日期间产生的电

费给予补贴。同时，服务指导企业依

法依规开展统计数据填报工作，帮助

企业申报规上下、限上下企业库。协

助入驻企业加快办理税务关系转移，

便利企业纳税入统。

发 动 招 商 引 资 攻 势 ，让 招 商 不 停

顿。坚持优惠政策抓招商，在相继出

台《林芝经济开发区加快招商引资促

进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优惠政策

基 础 上 ，协 助 起 草《清 洁 能 源 产 业 链

招商三年行动方案》等支持产业发展

政 策 ，优 化 调 整 经 开 区 控 规 修 编 和

“一区多园”产业发展规划，推动经开

区 初 步 形 成 清 洁 能 源 、高 原 生 物 、绿

色 工 业 、商 贸 物 流 四 大 主 导 产 业 格

局 。 坚 持 走 出 去 抓 招 商 ，成 功 举 办

2024 年 林 芝 经 开 区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招

商 引 资（武 汉）推 介 会 ，广 泛 宣 传《林

芝经济开发区加快招商引资促进产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措 施》等 惠 企 政 策 ，深 入

开 展 后 续 招 商 对 接 工 作 ，与 4 家 企 业

签 约 招 商 项 目 4 个 、协 议 投 资 8.3 亿

元 ，推 动 林 芝 经 开 区 招 商 引 资 实 现

“开门红”。

聚焦项目建设、服务保障、招商引资

林芝经开区力争发展实现“开门红”

本报昌都 2月 21 日电（根嘎次真

记者 袁海霞）2023 年以来，人民银行昌

都市分行引导辖区商业银行做好“绿色

金融”，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含绿量”显

著提升。截至 2023年末，昌都市绿色金

融 贷 款 余 额 突 破 400 亿 元 大 关 ，达

410.51 亿元，同比增长 27.54%，占各项

贷款余额的 63.32%，占全区绿色金融贷

款余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介绍，人民银行昌都市分行成

立昌都市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推进全市绿色金融工作，持续跟进

洛 隆 县 林 地 和 草 原 碳 汇 交 易 试 点 项

目，指导中行芒康县支行绿色金融特

色网点正式挂牌，引导邮储银行昌都

支行对辖区 7 家企业进行碳计算披露

并投放贷款 3657万元。

此外，持续加大绿色领域信贷投

放力度。引导商业银行深入实地了解

绿色项目融资需求，加大信贷资源向

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

务等产业项目倾斜力度，推动绿色信

贷与绿色产业深度融合。截至 2023 年

底，昌都市清洁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绿

色升级、生态环境产业贷款余额分别

为 377.78 亿元、31.89 亿元、0.84 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84% 、68.01% 、

196.56%。

昌都市绿色金融贷款余额首破 400亿元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抓好作风建设

纳木错圣象天门景区位于那曲市班戈县境内，与念青唐古拉山、纳木错构成高原奇特自然景观。在景区内可以看到天然形成的巨大石象矗立在纳木错岸边，石象的身

体与象鼻之间的空隙，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门。目前该景区开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景区基本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拟定于 3月 26日重新开放。

图为冬季纳木错圣象天门景区一角。 本报记者 万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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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唐古拉山脉南麓的西藏那曲聂荣县，平均海拔

4700米左右。虽是晌午时分，但气温仍很低。

1 月 30 日，记者走进聂荣县特殊困难人员集中供养服

务中心，一栋崭新的三层楼房映入眼帘。楼层内，一股暖

流扑面而来，几名工作人员在厨房挥舞着锅铲。“今天是我

们新楼房的搬迁仪式，厨师们都在忙活着给老人们做丰盛

的午餐呢！”聂荣县特殊困难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院长

扎西卓玛说，“2023 年，政府投资建设了 74 张床位的三层一

栋老年人住宿区。2024 年 1 月，老人们搬迁入住新房子里，

现在房间里配有洗手间、储藏室等。”

1988 年出生的扎西卓玛自 2019 年起担任聂荣县特殊

困难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的院长，她对特困老人有着深

厚的感情。

在西藏那曲市聂荣县查当乡工作时，她把分散生活的特

困老人、空巢老人当自己的亲人。查当乡海拔高，高寒缺氧、

交通不便，一些老人身体差、患病率高、自理能力差，扎西卓

玛都耐心细致地照顾。“那个时候工作比较多，负责养老工作

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怕照顾不好老人又耽误工作，有时把工

作材料和电脑带到老人家里办公。”扎西卓玛说。

到聂荣县特殊困难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后，院

中老人多，服务保障难度大，扎西卓玛把这些困难作为工

作动力，更加细心照顾院里老人的生活起居。对完全失能

老人，她坚持每天喂饭、打扫卫生，每周换洗衣服，等到老

人们都熟睡后，扎西卓玛才安心离开。

“我们特困中心现在有 105 位老人，他们来自全县各乡

村，每个人的性格不同、脾气也各异。当老人刚到特困中

心时，我会尽快摸清他们的性格特点和所思所盼，引导帮

助他们尽快融入集体生活。我希望老人们感受大家庭的

温暖，在快乐祥和中安度晚年。”扎西卓玛说。

对于老人们来说，扎西卓玛不仅仅是院长、护理员，更

是总挂在嘴边念叨的“女儿”。

特困中心 78 岁老人泽布，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下半身

瘫痪多年，患有皮肤癌、低血压等疾病，老人特别渴望自己

也能跟其他老人一样正常走路。扎西卓玛知道老人的心

事后，多次带老人到西藏拉萨市各大医院治疗，但由于老

人患有皮肤癌，经常性鼻出血导致严重贫血，扎西卓玛先

后为老人献了 500 毫升血。老人无经济来源，她多次自掏

腰包，给老人购买相关药物以及生活用品。

如今，聂荣县特殊困难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有 42 名

护理员，拥有室内外绿化景观、休闲室、锅庄广场、室外健

身区、理发室、洗澡室、医务室等。

屋内，涌满春日的暖流。老人们精神矍铄，惬意地交

谈，手中的木碗里，香喷喷的酥油茶冒着热气。

（据新华社拉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