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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罗布央宗。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罗布央宗：

发挥代表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尚华 张黎黎 索朗群培

强化惠民措施 增进民生福祉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史金茹 张尚华 张黎黎 旦增旺姆 张思雨

以民为本，绘就幸福底色
本报记者 周红雁 格桑伦珠 万慧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多渠道增加城乡

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努力促

进低收入群体增收”。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中医优势

专科建设。”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高公共文

化场馆免费开放服务水平。”

……

连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2024 的政

府工作任务，引起了出席全国两会的我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

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

好保基本、兜底线职责，采取更多惠民生、暖

民心举措，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藏医药作为我国宝贵的传统医药，拥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其独特的理论

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人类的健康事

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 年 来 ，西 藏 藏 医 药 工 作 以 创 建“ 四

个 世 界 一 流 ”为 目 标 ，大 力 推 进 藏 医 药

“ 医 、教 、研 、产 ”协 同 发 展 ，为 保 障 各 族 群

众健康、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自治区通过持续

不断的科技创新，形成了藏药七十味珍珠

丸、坐珠达西、仁青常觉等高水平研究成果，

藏药在治疗急危重症，解决人们面临的健康

需求方面的作用已经十分凸显。”全国人大

代表、西藏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主任次仁措姆告诉记者。

次仁措姆表示，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藏医药文化保护传承与

开发利用。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持续在

藏药新药开发、生产技术改造、药材进口、知

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提供政策、资金与人才支

持，藏医药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必然能够保

护好、传承好、创新好。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这让一直关注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补齐电力设施短板工作的全国人大代

表、国网拉萨供电公司四级职员扎西尼玛很

是振奋。

“这些年来，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实现

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扎西尼

玛介绍说，从 2011 年第一条“电力天路”青藏

联网工程建成投运，再到川藏、藏中和阿里

联网三条“电力天路”相继建成，西藏大电网

已覆盖全区 74县（区、市）。

与此同时，由于西藏地域范围广、自然

条件复杂，电网建设与运行维护难度较大、

投入成本较高，成为扎西尼玛这样关心西藏

电力事业发展的代表关注的内容。在他看

来，目前，西藏农网基础总体仍然薄弱，离网

地区供电短板尤为突出，农网建设改造任务

仍然十分艰巨。

扎西尼玛表示，下一步，国网西藏电力

将切实发挥驻藏央企作用，加强西藏电网规

划与各级政府规划有效衔接，在大电网延伸

困难区域，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微型电网

建设，解决偏远地区供电难度大、成本高等

问题，提升用电可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里地区把卫生健康

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进行安排部署，全面推进

健康阿里建设。通过长期援藏、组团式援

藏、三级医院对口帮扶等形式，带动提升卫

生工作人员技术水平；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地区卫生健康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大力推进和完善农牧区医疗制

度、大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保障制度实

施……在医疗技术提升方面捷报频传，有力

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医疗健康获得感和幸

福感。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提高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继续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着眼

推进分级诊疗，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

层”“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

动，筑牢人民群众健康防线”等。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医疗工作者，我

深知在基层、在高海拔地区医疗条件和水平

相对较弱，所以今年我提出了改善高海拔地

区医疗水平的建议，希望能在病有所医上持

续发力，让各族群众充分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和高科技医疗服务。”住藏全国政协委员、阿

里地区藏医院院长扎西顿珠说。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

望过去一年，自治区出台居民增收政策措

施。农牧民转移就业 64.7 万人、实现劳务收

入 65.6 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 3605

人，创历史新高；西藏班新增招生计划 605

名；推进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新增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 2 个；包虫病应治尽治，大骨节病

愿治尽治；基本医保率先实现省级统筹；体

育健儿获得重大赛事奖牌 109 枚；西藏美术

馆、大剧院投入使用，文化惠民活动深入开

展……一张张民生成绩单，给百姓生活带来

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可喜变化。

站在新的起点，代表委员们表示，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增进民生

福祉。

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是一座美丽边城，也是世

界屋脊的低谷、青藏高原的“氧吧”。

这里也是门巴族、珞巴族聚居地。近年来，西藏深入实

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大力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一座座独

具特色的新式住房拔地而起。

“我们群众生产生活居住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家家户户

的屋顶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到了晚上，村民都在村文化广场

跳锅庄、唱民歌、拉家常，生活幸福而美好。可以说，‘党的光

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是乡亲们心声的真实写照。”在

西藏代表团举行的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林芝市

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罗布央

宗向中外媒体介绍道。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罗布央宗亲身感受了西藏发

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川藏铁路全线开工，拉林铁路、拉林高

等级公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在雪域高原飞驰；5G 网络实

现县区及重点乡镇覆盖，光纤宽带、广播电视信号实现行

政村全覆盖……

2013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墨脱县全国人大代表

白玛曲珍询问：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有？“现在我想对总书

记说：墨脱通车已经十年了，而且全县 45 个行政村都实现了

通公路。”罗布央宗说。

十年来，扎墨公路从通车到全面硬化，“四好”农村路修

到家门口，国道 219 线加速建设，安全饮水实现全覆盖，墨脱

也用上了大电网……如今，罗布央宗和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

“虽然墨脱是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但我们 2023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

到了 23026 元。以我所在的墨脱村来说，去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就达到了 300 多万元。”言语中，罗布央宗透着自豪与

自信。

如今，墨脱立足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全面推进旅游、茶

叶、林下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2023 年，累计接待游客 42.5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1 亿元，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

1817.43万元。

路通了、条件好了，罗布央宗考虑得更多了。“下一步，我

要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模范带头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让乡

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我

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不

断取得新成效，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

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虽然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但每年两

会我十分关注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再次让我觉得我们老百姓的

生活会越过越好。”在拉萨一家酒店上班的

达珍表示，作为一名拉萨人，见证了拉萨这

些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变化，就连她这个地

地道道的拉萨人，有时出门都需要使用导

航 App 才 不 会 迷 路 ，更 加 深 刻 感 受 到 了 西

藏 这 几 十 年 的 发 展 变 化 和 老 百 姓 的 幸 福

生活。

“今年自治区计划安排 100 多亿元落实

21 项民生实事，其中与我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就有好几项，比如，提高教育‘三包’标准，我

家两个孩子和我妹妹的孩子都享受到这项

惠民政策；还有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补助标准，每人提高 30 元，就教育‘三包’和

医疗保险这两项，我们家每年就能节约上万

元。还有，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

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高龄老人健康补贴

标准、‘三老’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等，都让我

家的生活得到更多的保障。”说起惠民政策，

达珍如数家珍。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对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拉萨觉木隆藏戏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洛桑扎西深感鼓舞和自豪。

洛桑扎西介绍，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

非遗保护工作的政策和措施，落实了专项资

金，觉木隆藏戏队购买了道具运输车，添置

了服装、道具、音响等硬件设备，每年还邀请

区内专家从藏戏的历史起源等方面对新学

员进行指导。

洛桑扎西说：“近年来，随着国家、自治

区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

特色村镇的政策不断完善，觉木隆藏戏团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成为全区首支能够完整

演出西藏传统八大藏戏的民间藏戏团体。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用活区、市两级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的好政策，让更多

人了解藏戏、学习藏戏，将觉木隆藏戏原汁

原味地传承下去。”

“ 全 国 两 会 上 李 强 总 理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通篇洋溢着深厚的民生情怀，字里行间

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拉萨市城关区纳金

街道康萨罗社区第一书记洛松旺修对此感

触颇深。

洛 松 旺 修 介 绍 说 ，社 区 工 作 是 党 和 政

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服务

社区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党和政府联系

群众的“神经末梢”。随着民生工程的持续

落地，社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居民居住条

件和环境大幅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群

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他表

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

好、民生红利落实好，为西藏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我们关切的问

题，送给了我们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大礼

包’。我们身边的党员干部也为我们办了很

多实事好事，比如说安多交警大队的民辅警

们，常年如一日地给我们提供各种暖心服

务，保护我们出行安全。”那曲市安多县扎仁

镇牧民朗杰多杰说。

为避免夜间行驶车辆冲撞牦牛交通事

故的发生，保障司乘人员和牧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安多交警大队创新举措订制牦牛

穿 戴 的 荧 光 条 ，并 于 2023 年 11 月 ，发 放 给

109 国 道 安 多 段 沿 线 周 边 牧 民 群 众 手 中 。

据统计，自牦牛穿戴荧光条以来，109 国道

安多段未发生一起“反光”牦牛与行驶车辆

相撞的交通事故。

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尼玛：人民健康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民之所需，医之所向，

积极推动医疗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医疗人

才“组团式”援藏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持续推进城乡居民健康

体检行动，开展包虫病、大骨节病等高原性疾病防治巩固提

升行动，加快优质均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住藏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花德

米：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一项中提到，继续做

好重点传染病防控，给像我一样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临床医生

指明了工作方向，提升了工作士气。我要立足本职工作，充

分结合基层工作经验，发挥专业优势，聚焦卫生健康高质量

发展目标，为推动健康西藏建设，增进人民群众卫生健康获

得感、满意度履职尽责。

山南市琼结县加麻乡党委书记邵伟：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指

出，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过去一年，加麻乡通过积极

争取“以工代赈”项目、壮大高山特色农牧产业、加大农牧

民技能培训、组建就业联队等措施，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

全年农牧民转移就业 1858 人，创收 1946 万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144 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手工

酸奶、水磨糌粑、高山畜牧业等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加

快乡村文旅融合，提升乡村产业对群众增收的拉动作用，

确保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林芝市墨脱县德兴乡德兴村村民旺扎：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着眼促进农民增收，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最近，我们墨脱

的白肉枇杷特别火，我还跟着学习了怎么操作德兴乡套种茶

园里省工、省肥、省水、省电的全程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与无

人值守控制平台。现在，县里除了我还有 15 名当地的白肉枇

杷种植技术人才，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种植技术，

带动其他群众通过科学种植致富。

（本报记者 张尚华 张黎黎 旦增旺姆 谢筱纯 王珊 史金

茹 整理）

图①：3月 9日，西藏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图为人大代表们认真履职。

图②：我区全国人大代表王强接受区内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旦增西旦 摄

图③：住藏全国政协委员明吉措姆（左）和白玛玉珍（右）在会议结束后回到驻地讨

论交流。

本报记者 张思雨 旦增旺姆 摄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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