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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 14 亿多中国人的健康，对世界卫生意

味着什么？

从消除疟疾、脊髓灰质炎等重点传染病，到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条

健康之路，不仅与全球约 18%人口的健康福祉息息

相关，也为改善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从“小病不出岛”到“大病有依靠”

江 苏 省 镇 江 市 世 业 镇 ，长 江 中 的 一 座 小

岛。常住人口 1 万多人，居民看病主要依靠镇卫

生院。

与镇江市级医院联动设立全科—专科联合门

诊，专家定人定时来岛上服务；对全镇 2200 多名高

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开展规范化管理……如今，世

业 镇 卫 生 院 年 门 诊 量 6 万 人 次 ，基 层 就 诊 率

84.79%，慢病患者就诊率达到 90%。

4 月 7 日，世界卫生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共同举办的主题宣传活

动中，世业镇卫生院院长胡小忠讲述了健康服务水

平提升的切身体会：“‘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已

经由梦想变为现实。”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放眼全国，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降至历史新低，建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一组组数字，勾勒起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的曲线。

（下转第二版）

划 出 持 续 上 扬 新 曲 线
—世界卫生日看“健康中国”贡献值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邱冰清 帅才

新华社北京4月 7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 知》指 出 ，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修 订 后 的《中 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

央同意，自 2024 年 4 月至 7 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

《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

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条例》，做到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

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

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

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通知》强调，党纪学习教育要注重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要原原本本学，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

结合，紧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研讨，推动《条例》入脑

入心。要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剖析违纪典型案例，注

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

线、知敬畏。要加强解读和培训，深化《条例》理解运

用。2024 年度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

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要把学习贯彻《条例》情况作为

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

实。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

“低级红”、“高级黑”。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本报拉萨 4月 7日讯（记者 冯骥）

近日，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会，研究我

区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严金海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重

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

区党委工作安排，坚持前瞻思维、超前

眼光，以大格局、大手笔描绘好西藏交

通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确保建成

完善的干线网、发达的快速网、广泛的

基础网、坚实的国防网。

陈永奇、甲热·洛桑丹增、罗梅、张

洪波、郎福宽、韦秀长、徐志涛出席，任

维主持。

严金海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交

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 时 期 全 区 交 通 规 划 建 设 的 总 体 蓝

图，也是未来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 ，关 系 重 大 、影 响 深

远。要牢牢把握“交通是西藏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这一定位，

立足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围绕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进一步强化论证，群策

群力，提升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前

瞻性。

严金海要求，要打通“大动脉”，以

进出藏大通道建设为主要抓手，统筹

当前和长远，着眼“补白”和“补短”，坚

持铁路、公路、航空全面发力，着力建

设现代化、高质量的交通主干线。要

畅通“微循环”，着力在县域内建立小

环线、县区间实现大联通，加大“断头

路”“卡脖子路”“半拉子工程”等问题

的摸排力度，消除一批群众出行的“痛

点”“堵点”。要注重系统性，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加强规划衔接，着力提

升交通与产业、文旅等远景规划的衔

接 能 效 ，坚 决 杜 绝 重 复 建 设 、资 源

浪费。

严金海在自治区政府专题会上强调

坚持前瞻思维超前眼光 大格局大手笔
描绘好西藏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

陈永奇出席

本报拉萨4月7日讯（记者 李梅英）

近年来，我区立足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绿色有机基

地建设部署，始终把绿色食品原料标准

化生产基地和有机产品基地建设作为重

要工作，成立工作专班专职推动，加快推

进绿色有机生产基地建设，探索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新路子，绿色有

机成为西藏农牧业的发展底色。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先后编制了《西

藏有机农产品认证与基地创建行动方

案（2022—2025 年）》《林芝市茶叶有机

认证实施方案》和《西藏自治区有机农

业实施方案（2024—2028 年）》，引领全

区有机农业快速发展，全面提升西藏农

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以绿色有机认证为抓手，大力培育

壮大生产加工主体，截至目前，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企业总数近 200多家、产品总

数 320个，覆盖我区主要特色农畜产品。

同时，品牌影响显著提升，类乌齐牦牛、岗

巴羊、工布江达藏猪、隆子黑青稞、林芝苹

果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优质安全农畜产品

代名词，品牌影响力逐步凸显，正在成为

我区农牧业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

我区充分发挥天蓝地绿水清的独特

优势，结合实际落实“一控两减三基本”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措施，有机基地项目

区内实现农药化肥零使用，有机肥增量

施用，废弃农膜回收率、秸秆综合利用

率、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达到 100%，为建

设绿色有机认证基地创造前提条件。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我

区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1个、有机农产品基地4个。其中，

山南市乃东区全国绿色食品（青稞）标准

化生产基地 5万亩，拉萨市曲水县全国有

机农产品（青稞、油菜籽等）基地 1.01 万

亩、当雄县全国有机农产品（牛乳）基地

129.59万亩，昌都市类乌齐县全国有机农

产品（牦牛）基地216.94万亩，林芝市波密

县全国有机农产品（茶）基地0.48万亩。

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按照“全域有机、全季生产、全链供

应”的思路，将以米林市、巴宜区为中心

打造西藏特色有机农牧业保供基地，申

报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3个、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 3个。

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新路子

绿色有机成为西藏农牧业发展底色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产品总数超300个

为推动青少年轮滑运动发展，4 月 6

日，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体育总会

主办的 2024 年西藏自治区全民健身系

列活动（轮滑）暨第二届西藏自治区速

度 轮 滑 大 赛 在 拉 萨 柳 梧 万 达 广 场 举

行，有 1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设少年组、

少儿组、幼儿组等组别。

图为参赛选手奋力冲刺。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摄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传标语口号

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地位，

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本报拉萨 4月 7日讯（记者 张宇）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发改委获悉，青藏

直流二期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标志着该工程

正式进入开工建设期，预计 2025 年建

成投运。

据悉，青藏直流二期扩建工程建

设项目总投资 26.03 亿元，其中中央预

算内投资 13.01 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约 50%；内容包括扩建青海格尔木换流

站、西藏拉萨换流站，建设藏中 200 兆

乏调相机工程，配套新建 220 千伏送出

线路。

工程建成投产后，青藏直流输电能

力从 60万千瓦提升至 120 万千瓦，将显

著提升青海和西藏电网电力余缺互济

能力，更好满足西藏电网负荷增长需

求，有效缓解藏中电网电力供需矛盾，

并为西藏丰期富余电力外送创造条件，

促进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过

在局部地区布局调相机工程，为藏中电

网提供动态无功支撑和系统短路容量，

提高藏中电网安全稳定水平，提升藏中

电网交直流总体受电能力，同时兼顾提

高藏中地区新能源多场站短路比，提高

新能源接纳能力。

输电能力将提升至120万千瓦

青藏直流二期扩建工程获批建设
预计2025年建成投运

3 月 16 日一大早，阳光金亮，桑烟

袅袅，高亢且浑厚的“顶鲁”歌声响彻雅

砻河谷，一年一度的传统春耕大典正在

西藏第一块农田——萨热索当举行。

西藏各地正式进入春耕春播！

伴随着隆隆声，一台台插着国旗、

披满哈达的拖拉机、旋耕机开进田里，

锃亮的铁犁翻起“泥浪”。穿着节日盛

装的农牧民群众紧随其后，将一粒粒青

稞种子有节奏地撒入泥土中。

大典仪式上，本地知名青稞酒厂厂

长与社区书记签订了土地流转和青稞

收购的全新协议。随后，山南市门中岗

社区 45岁的格桑旺杰走上台，在收购协

议上，一笔一画工整地签下名字，心里

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种青稞是个辛苦活儿，费人工，产

量低，一年到头人被困在地里。我祖祖

辈辈土里刨食，尽管自己精心侍弄着，

可靠着传统的种植方式，收成却只能原

地踏步。”格桑旺杰一家世世代代耕作

在西藏第一块农田上，他既感骄傲，亦

觉沉重。

直到 2015年，青稞酒厂和格桑旺杰

签下了第一笔收购订单。格桑旺杰说：

“现如今，有西藏农科院培育的青稞良

种，有农技站专家随时上门指导，亩产

翻倍，企业高于市场价格敞开收购，我

们收入翻番。”

说 着 ，格 桑 旺 杰 指 了 指 身 后 的 标

语——企业搭台，合作社唱戏，政策引

导，科技扶持。他笑着说：“现在可不

一样了！耕、种、收，都有种植合作社

统一调度大型农机，只要 7 天，全村地

里的活儿就都能干完。”

从土地里腾出手来的格桑旺杰，一

刻也没闲着。这几年，他先是买了辆出

租车干客运，后来又买了辆大货车拉建

材，随后又在自家翻建的新房临街开了

家茶馆。“政策好哩，开茶馆不交税，种

青稞有产业补贴。以前，大家常在街边

‘打枭’（骰子游戏）。现在，我们真没时

间，赚钱都忙不过来哩！”他一脸骄傲。

格桑旺杰种田纯收入从原来的三

四 万 元 ，增 长 到 现 在 的 七 八 万 元 ，加

上 副 业 ，总 共 年 收 入 就 在 20 万 元 左

右。社区其他农民种田的收入也都实

现翻倍。

时已正午，热辣的阳光直直地照在

这块刚播种下希望的田地上，映红了人

们的笑脸……2023 年，西藏自治区粮食

产量 108.87 万吨，增长 1.4%，再创历史

新高；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 70％以上。

（转载自《光明日报》2024年 03月

27日 01版）

格 桑 旺 杰 的 别 样 春 耕
光明日报记者 傅强 尕玛多吉

本报那曲4月 7日电（通讯员 达瓦

拉姆 记者 赵书彬）近年来，那曲市着

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延伸金融服务

半径，打造助老暖心工程，老年人金融

服务便利化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引导银行机构配置轮椅、爱心专

座、老花镜、放大镜、点钞机等适老用

品，指导辖内 6 家银行机构为老年人提

供绿色通道、优先叫号、藏语服务等多

种助老服务设施。截至 2024 年 2月末，

辖内银行网点适老化“绿色通道”开通

率为 100%；网点内累计开展老年人支

付知识现场宣传 8000 余次，覆盖老年

群体 5万余人次。

加大对助农取款服务点升级改造

力度，为有需求的老年客户上门办理

社保卡激活、换卡，银行卡重置密码等

业务。截至 2024 年 2月末，辖内银行机

构共为老年人开展“上门服务”5900 余

次，针对老年人开展宣传活动 3000 余

次，受益人数达 10万余人。

积极采取现场暗访及电话暗访相

结合方式，对那曲市 79 家银行网点开

展优化适老化服务等暗访工作。截至

2024 年 2 月末，全市 79 家银行网点已

全部公示支付服务监督电话，对发现

问题的网点及时提出整改措施，推动

辖内银行网点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再

优化、再提升，切实增强老年人支付服

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

那曲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助老服务

老年人进银行办事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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