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两会·特刊2024年1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苏韵 美编：贡如清 校对：白晓丹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 次吉 谭瑞
华）近年来，随着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简化行政审批事项、实施企业上市

“格桑花行动”……我区持续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多措并举为民营企业发
展保驾护航，让企业实实在在感受到
幸福感和获得感。

“这些年，西藏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让我们能专注于企业发展。”自治
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旦增罗
布告诉记者，我区出台的一系列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采取有力措施
健全服务保障体系，让他们吃下了

“定心丸”。
今年的自治区两会，旦增罗布最

关注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内
容。他说：“本土企业是推动当地经
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中坚力量。
希望能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推
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让民营企业为西藏发展贡
献力量。”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觉罗数字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旦增罗布:

商报讯（记者 娄梦琳 次吉 谭瑞华）
“过去村里都是土路，垃圾、污水随处可
见，现在家家门前通了水泥路，村里还
安装了不少垃圾桶，大家都开始自觉爱
护村里的人居环境，生活真是越来越好
了！”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自治区人
大代表、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沃雪村
村委会文教卫生委员、妇联主席仁增将
这些“美丽蜕变”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作为家乡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者、
见证者，仁增介绍，近年来，沃雪村持续
开展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多管齐下，充
分发挥农牧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群众

积极参与示范村建设，人居环境实现了
旧貌换新颜。如今，在广大村民心里，
村庄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已经是一项常
态化工作，这不仅提升了村庄颜值，也
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现在，
我们会定期组织村民打扫卫生、捡拾垃
圾、检查火灾隐患，村里的卫生环境特
别好。”仁增说，“另外，妇联组织也会根
据家庭卫生环境、氛围和睦、尊老爱幼
等情况，开展‘最美家庭’的评选，引导
妇女群众自觉树立良好家风，营造和睦
的家庭氛围。”

仁增还介绍，沃雪村妇联组织还充

分发挥“联”字作用，组织妇女群众开展
婚姻家庭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宣传活
动，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全力维护
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关系更
加和谐融洽。仁增告诉记者：“这几年，
我们村里风气发生了转变，家庭纠纷越
来越少，婆媳之间、邻里之间的关系也
越来越和谐。”

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头
牵着民生，一头关乎文明。2019年，我区
正式启动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工作，制
定出台《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工作指导意见》等

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资金、项目、土地、
金融等各项扶持政策，以“厕所革命”、农
牧区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污水治理等为
主攻方向，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弱项，全面
提升农牧区人居环境质量，农牧区基础
设施不断夯实，仅2023年就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220个，一幅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的新画卷正在雪域高原铺展开来。

仁增表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今
后我会努力发挥人大代表的模范带头
作用，助力家乡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带
领广大群众一起让“珠峰小江南”“净起
来、绿起来、美起来”。

自治区人大代表、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
沃雪村委会文教卫生委员、妇联主席仁增： “家门口”的环境焕然一新

群众有“医”靠健康有保障
围绕八项具体行动，切实办好办实民生实事

开展大骨节病患者免费救治救助，将大骨节病纳入门诊特殊病种范围，投入经费3500余万元，累计成功实施
手术救治患者946人；近两年累计筛查0-18岁儿童青少年12.3万人次，成功对646名先心病患儿实施免费救治；
开展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愿接尽接，累计为65岁以上老年人和在校中小学生接种流感疫苗56万剂次……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每年办好一批民生实事，群众健康获得感成色更足。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再一次提出，落实“五个针对”要求，开展卫生健康“八项行动”。 记者芮怡星谭瑞华

商报讯（记者 黄帆）自治区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新建续建保障性安居工程
3.95万套（户），改造老旧小区38个。自
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进忠介绍，近年
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照厅党
组“紧盯目标、守住底线、狠抓落实、争创
一流”的要求，研究出台《关于加快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提出“小而美、
美而精、精而实”等要求，给新市民、青年
人提供更多住房选择，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住房多样化需求。

李进忠介绍，今后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不动摇，以绿
色、低碳、智能、安全为核心目标，着力
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
建设。因城施策，分类指导，继续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增强住房保障能
力、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住房多样化需求，为全区住房
困难群体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贡
献力量。

为全区住房困难群体实现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贡献力量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进忠：

据了解，卫生健康“八项行动”分别
是：一是开展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行动。加快建设国家高原医学中心、
国家中医医学中心（藏医）、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城市
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健全疾病防控、
妇幼保健、精神卫生等公共卫生机构，
持续推进“1+7+13”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工作，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
捷的健康服务；二是开展阿里地区人民
医院创建“三甲”行动。力争到2025年
创成“三甲”综合医院；三是开展城乡
居民健康体检行动。持续巩固城乡居
民健康体检成果，加强健康体检能力建
设，做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四是开展包虫病防治巩
固提升行动。到2025年达到控制包虫

病流行目标；五是开展大骨节病防治巩
固提升行动。保持救治政策不变，实现
所有大骨节病患者有效救治管理，持续
保持无新发病例状态；六是开展先心病
患者救治行动。按照“发现一例、救治
一例”原则，落实“能在区内救治就在
区内救治”要求，对符合手术指征、具
有手术意愿的患者 100%开展救治，力
争到2025年日喀则市、昌都市人民医
院能够开展介入治疗；七是开展白内
障救治行动。对 65 周岁以上重点人
群进行一次筛查，建立救治台账，开展
手术救治，到 2025 年全部地市级医
院、重点县级医院能够开展白内障手
术；八是开展国民营养计划行动。继续
实施儿童、学生营养改善行动、低氟茶
和碘盐推广行动及“双集中”机构供养

政策，开展营养监测调查，加强营养膳
食科学研究，加大膳食指导和营养健康
知识普及。

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妇产儿童
医院副主任医师次仁玉珍说：“听了政
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开展卫生健康

‘八项行动’，再一次彰显了自治区解决
健康领域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各族
群众健康福祉的决心。作为一名医务
工作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次仁玉珍还表示，“今后我将牢记
医者使命，尽职尽责，把群众健康安全
放在首位，并且坚持把患者是否满意当
作工作的第一标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
优质、高效、专业的医疗健康服务。”

藏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疗
效。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和医疗需求的增长，患者对藏
药的接受度和需求量也在逐年增长，藏
药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在一
些慢性病、疑难杂症等领域，藏药表现
出了显著的治疗效果。

自治区政协委员、西藏藏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医教处副主任次仁对如何充
分发挥藏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
作用十分关心，并带来相关提案。

“作为一名藏医，带着自己的提案
参加两会，心情非常激动。”次仁深有
感触地说，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聚焦自
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任务，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在努力传承好藏医药，
推动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助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更好地守护
百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