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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张雪芳）1 月 9 日下
午，政协第十二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胜利闭幕。会议期间，广大政
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
会，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政协履职要求，聚焦“四件大事”聚
力“四个创建”，着眼解决事关长远发展
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积极运用提案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言资政、竭
智尽力。

截至2024年 1月7日15时，共收到

提案396件。依据《政协西藏自治区委
员会提案工作条例》《政协西藏自治区
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高提案质量
的实施意见》，经审查，立案377件，占提
案总数的95.20%，并案7件，不立案12
件（其中1件转为意见建议）。

其中，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区方面提出提案79件，占提案总数的
21%；在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方面提出提案138件，占提案总数的
36.6%；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方面
提出提案43件，占提案总数的11.4%；在

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方
面提出提案12件，占提案总数的3.2%；
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提出提案105件，
占提案总数的27.8%。

本次会议提案紧扣“国之大者”、区
之要事、民之关切，突显四个特点：一是
选题更加精准，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突出切口小、靶向准，选取党政所
需、群众所盼、自身所长的切入点，积极
履职建言。二是调研更加深入，坚持

“不调研、不提案”，深入基层一线听实
话、察实情、求实据，客观全面了解情

况，深入透彻分析问题。三是建议更加
具体，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事一
案、简明扼要，增强提案建议的可操作
性；四是质量持续提升，坚持提案不在
多而在精，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线上
与线下、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提高建言
议政、献计出力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据悉，大会闭幕后，提案将送交承办
单位办理。提案委员会将与各承办单位
密切配合，做好督办、服务等工作。本次
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案，审查
立案后作为平时提案交承办单位办理。

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
共收到提案 件立案 件

商报讯（记者 次吉）吉隆口岸位于
素有“珠峰后花园”美誉的吉隆县境
内，这里气候温和、海拔适宜、风光旖
旎，有着“一山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
独特美景；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物产丰富，有着“一条吉隆沟、半部西
藏史”的美誉；这里距离尼泊尔首都加
德满都仅130余公里，是传统中尼边境
贸易通道，素有“商道”“官道”之称。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
隆口岸是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
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
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
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 年 3
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
为中国第18个、我区第1个国家级边境
经济合作区。

在自治区两会上，自治区人大代
表、吉隆县委副书记、县长达春介绍，近
年来，随着国家加大边境口岸的建设力
度，吉隆口岸边贸物流产业蓬勃发展。
2023年吉隆口岸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
33.29亿元，同比增长83.11%。西藏自治

区首家机械制造出口加工企业落地吉
隆边境经济合作区。引进注册外贸、物
流及进出口加工企业32家，为高水平
高起点发展口岸物流、扩大贸易规模、
做大口岸经济注入了新动力。

为助力边民群众搭建贸易平台，
吉隆县进一步加快推进边民互市贸
易，实现以村居为单位组织边民成立
边贸合作社。“2023年，吉隆县成立了
2家边贸合作社，在合作社的指导下开
展进口贸易业务，将边民零散交易向
组团交易模式转型。同时，吉隆县坚
持把边民作为口岸建设和边贸物流发
展的主力，通过政策宣讲、业务培训
等，引导边民用足、用好边民每日8000
元免税政策，目前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已录入595个边民身份信息。”达春
告诉记者，吉隆县采取“党建+协会+边
贸”的模式，提高了边民组织化程度，
建立完善群众利益联结机制，把边民

“单打独斗”变为“抱团”互助合作，解
决了边民个体参与互市贸易交易难、
成本高、收益小等问题。2023年，吉隆

边贸市场已进驻53家商户，边民互市
贸易实现4800万元，创历史新高。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
推进智慧口岸建设，完善吉隆、普兰、
里孜、贡嘎机场空港等口岸功能，推动
中缅吉太传统边贸点提档升级。

达春介绍，吉隆县已经开始布局
智慧口岸建设，通过建设边贸产业信
息化平台，提升跨境贸易便利性，持
续优化口岸通关营商环境，口岸整体
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
平不断增强，边境贸易总体保持稳中
向好。

谈到未来发展，达春表示，目前，
吉隆县正加快培育和发展国际商贸、
现代物流、边贸加工、边境旅游等特色
优势产业，加快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
重要通道，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促进边境地区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吉隆已经把境内境外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有机融合为一体。我们既要走出
去，也要引进来，努力打造西藏关联国
内、南亚的产业集聚区。”达春说。

自治区人大代表、吉隆县委副书记、县长达春：

打造西藏关联国内、南亚的产业集聚区

商报讯（记者 央金卓玛）在今年的
自治区两会上，记者就如何发展特色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采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阿里地区日土县加伟雪山农牧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土旦曲培。

据了解，土旦曲培来自阿里地区日
土县日土镇日土村，他是远近闻名的致
富带头人。以前土旦曲培和大多数村民
一样，外出务工，但是收入只能支撑家庭
的日常开销。2017年，在党和政府的惠
民政策下，土旦曲培积极响应乡村振兴
战略，返乡开启了自主创业的道路，成功
开办了日土县境内首家糌粑加工厂。

将糌粑加工厂的生意带上正轨后，
土旦曲培又瞄准了家乡的特色产业，于
2018年创办了日土县加伟雪山农牧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下设糌粑加工厂、纯
羊毛被褥加工厂、藏香加工厂等，公司还
经营唐卡绘制、旅游纪念品等项目。

2019年，土旦曲培承包了村里的温室大
棚，出资种植白菜、萝卜、西红柿、西瓜、
草莓，引进新技术种植小米辣、昌都辣椒
等品种。目前，公司全年收益达100余万
元。“公司生意好了，也吸纳了不少乡亲
在厂子里上班，拓宽了他们增收的路
子。”土旦曲培说。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龙头企业规范有
效发展，培育“千万元社”10家、国家级示
范社30家，力争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增长10%以上。

对此，土旦曲培充满信心，他说，“我
希望在未来几年，借助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推动公司研发出各类新的农牧产品，
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并带领父老乡亲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将具有日
土特点、日土特色、日土味道的产品推广
全区甚至全球。”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自治区政协委员、阿里地区日土县加伟雪山
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土旦曲培：

加强非遗工坊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自治区政协委员、那曲市藏医药协会会长
贡布多杰：

商报讯商报讯（（记者记者 张雪芳张雪芳））为推动非为推动非
遗助力乡村振兴遗助力乡村振兴，，加强非遗保护加强非遗保护，，促促
进就业增收进就业增收，，近年来近年来，，全区非遗工坊全区非遗工坊
在逐渐兴起在逐渐兴起，，那曲市目前已有那曲市目前已有1010多家多家
非遗工坊非遗工坊。。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化遗产““索如日玛索如日玛””配伍技艺的传承配伍技艺的传承
人人，，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那曲市藏医药那曲市藏医药
协会会长贡布多杰多年来一直致力协会会长贡布多杰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于““索如日玛索如日玛””配伍技艺的传承与研配伍技艺的传承与研
发发，，同时利用同时利用““索如日玛索如日玛””为患者治疗为患者治疗
相应病症相应病症。。

贡布多杰介绍贡布多杰介绍，，在藏医药领域在藏医药领域，，
那曲市从县级那曲市从县级、、市级到自治区级的非市级到自治区级的非
遗传承人都有遗传承人都有，，但作为家族式民间藏但作为家族式民间藏
医的传承人医的传承人，，也存在技术断层也存在技术断层、、传播传播
力薄弱力薄弱、、规模小规模小、、带动就业能力有限带动就业能力有限
等问题等问题。。截至目前截至目前，，西藏共有非遗工西藏共有非遗工
坊坊 173173 家家，，全区非遗工坊设立工作稳全区非遗工坊设立工作稳
步推进步推进，，取得了较好成效取得了较好成效。。

“‘“‘索如日玛索如日玛’’配伍技艺非遗工坊配伍技艺非遗工坊
属于那曲市级别的属于那曲市级别的，，当地很多大学生当地很多大学生
在工坊内就业在工坊内就业，，也给当地农牧民群众也给当地农牧民群众
提供了一个展览展销农牧产品的场提供了一个展览展销农牧产品的场
所所。”。”贡布多杰说贡布多杰说。。

贡布多杰建议贡布多杰建议，，能加强政策支持能加强政策支持，，
提高非遗工坊的认定和管理水平提高非遗工坊的认定和管理水平；；拓拓
宽销售渠道宽销售渠道，，提升非遗产品的市场竞提升非遗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争力；；加强宣传推广加强宣传推广，，提升非遗工坊的提升非遗工坊的
认知度和影响力认知度和影响力；；创新思路创新思路，，促进非遗促进非遗
工坊的可持续发展工坊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多部门联动建立多部门联动
协作机制协作机制，，争取多渠道政策资金支持争取多渠道政策资金支持，，
形成政策和工作同向发力形成政策和工作同向发力，，营造非遗营造非遗
工坊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工坊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加进一步加
强那曲市乃至全区非遗工坊建设强那曲市乃至全区非遗工坊建设，，让让
更多的非遗传承人感知时代变化和人更多的非遗传承人感知时代变化和人
民需求民需求，，使更多的传统技艺在新时代使更多的传统技艺在新时代
焕发生机焕发生机，，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提供
非遗智慧非遗智慧，，作出非遗贡献作出非遗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