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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赵越）1月24日，西藏自治
区2024年全区气象工作会议在拉萨举行。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党组书记向毓意介
绍，2023年，中国气象局与西藏自治区政府
签署新一轮省部合作协议。开展大型无人
机增雨（雪）试验，填补西藏空白。围绕拉萨
南北山绿化工程等开展生态修复型人工增
雨（雪）作业24次。开展“气象+”赋能工作，
对17个江河湖源和11个冰川开展监测评估，
西藏生态遥感年报获年度优秀。

2023年以来，西藏气象部门联合农业农
村部门成立青稞气象服务中心，发布农业气
象灾害风险预警 11 期，实施人影作业 1348
次；联合公安、交通部门绘制318国道色季拉
山段等3条路段热谱地图，提升恶劣天气高
影响路段通行效率；联合能源、电力部门开
展首府城市供暖、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此
外，成功保障第五届藏博会、第三届中国西
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等重大活动。

2024年，西藏气象部门将继续认真做好
提升极端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推进人
影转型发展、聚焦民生福祉需求、赋能生态
文明建设行动等一系列重点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悉，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将
深化“31631”预报服务机制，开展“一过程一
策”伴随式科普宣传。推动西藏短时临近灾
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平台在市县应用，实现短

临预报预警业务化。启动沿喜马拉雅山一
线13个县的暴雪预警调整工作。开展墨脱
暴雨预警信号新标准的属地化发布。

全面实施人影“播雨”减灾行动计划。
推广应用国省一体化人影综合业务平台。
推动人影作业装置自动化和标准化率达到
85%，弹药物联网覆盖率达到90%。开发人
影智能作战图系统移动端。发展智能遥控
地面烟炉作业系统，试验引进地面燃气炮等
新技术装备。

开展年粮食产量预报，提供分区域、分
作物的农业气象服务。提升农业气象灾害
风险预警能力，做好农牧业防雹减灾、抗旱
增雨作业。申报国家级特色农业气象服务
中心。试点开展农业气候区划与气候变化
影响评估。加强与公安、交通运输、民航等
部门的协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提升清洁能
源专业气象服务效益。提供紫外线、含氧
量、舒适度等精细化文旅康养服务产品。

面向“一江两河”流域、南北山绿化工程，
完善增雨（雪）补冰人影作业布局。加密生态
气象和气候多圈层观测站网，推进国家气候
观象台和区域大气本底站建设。深化“气象+
林长制”合作，优化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气象预
报预警业务。支持市县创建气候生态品牌。

向毓意表示，气象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气象

领域的具体实践，加快推进西藏气象现代
化，要从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
两个重点来把握。未来，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将致力于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
现代化，奋力谱写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
量发展气象新篇章。

提升能力、推进转型、赋能生态……

西藏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和社会服务现代化

快速追回工资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忡忡

1月 22日，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劳动监
察局获悉，2023年 10月24日上午，在西藏自
治区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接待服
务大厅，杨某等7名农民工投诉称某部队项
目拖欠7人工资共8万多元。经查，该项目
由中铁二十三局承建，西藏鸣煌实业有限公
司承包劳务，杨某等人从事安装暖气工作，
工程基本结束，核算杨某等人工资82914元，
但承包单位以项目工程款未拨付为由拖欠
工资。

自治区人社厅劳动监察局局长戚志刚介
绍，自治区人社厅劳动监察局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条
块结合的要求，立即启动自治区、拉萨市和
堆龙德庆区三级劳动保障监察联动处理机
制，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简化手
续、特事特办、快速固定证据，依法下达《劳
动保障限期整改责令书》，责令建设方、总承
包方和劳务承包方按时足额支付杨某等人
所欠工资。

随后，承包企业依法履行了工资支付义
务，兑现杨某等7人工资82914元。自治区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将农民工的小事当作大事来抓，
将解决农民工的忧“薪”事当作自己的使命
来抓，让农民工不再忧“薪”忡忡。

检查用人单位787家
解决举报投诉案件844件

“马上要过年了，大家都期待着能带着一
年的血汗钱回家和家人团聚。正因如此，解
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保障他们的工资按
时足额支付，不仅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
更关乎万千家庭冷暖。”戚志刚说，“作为劳动
监察部门，我们坚决杜绝拖欠、克扣农民工工
资现象，严惩恶意欠薪，这不仅是法律法规的
要求，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2023年，自治区人社厅劳动
监察局以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为契机，抽调
七市（地）骨干力量组建治欠专班，用实际行动
解决群众的烦“薪”事，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确保劳动者安“薪”回家过年。截至目前，
开展各类执法专项检查351次，检查用人单位
787家，对部分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等情况，下达责令整改执法文书267份。

戚志刚介绍，岁末年初是工资支付高峰
期，也是发生欠薪隐患的高峰期。据统计，
2023年以来，我区集中解决举报投诉案件844
件，为2508名劳动者追回工资4024.54万元。

工程建设项目纳入监管平台
设立欠薪应急周转金6.85亿元

记者了解到，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将西
藏根治欠薪长效治理体系作为典型经验做法
予以全国通报表扬。戚志刚表示：“多年来，

虽然我区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并未完全根治，还需加大整
治力度。”

为实现欠薪“根治”的目标，我区极力为
根治欠薪建章立制、保驾护航。记者了解到，
自治区人社厅加强与行业部门的沟通协调，
督促各行业部门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相关规定，严禁政府投资项目未落
实资金来源即开工建设、总承包单位垫资施
工等问题，全面落实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依
法查处违法发包、转包或违法分包、挂靠等违
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坚决遏制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依法对欠薪特别是恶意欠薪者从
严处罚。

2023年，我区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案件8件，推送公布拖欠工资失信企业联
合惩戒对象名单15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社会公布52起，持续保持对恶意欠薪的高
压态势，形成“不敢欠、不想欠、不能欠”社会
氛围。

戚志刚介绍，我区充分利用《工程建设领
域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平台》，全面推进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银行代发、农民工考勤、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维权告示牌、应急周转金等制
度实现全覆盖。截至目前，17297个工程建设
项目纳入监管平台，设立农民工专用账户
16532个，实名制人数130.39万人次，银行代发
工资249亿元，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3.4亿
元，设立欠薪应急周转金6.85亿元，为根治欠

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作为证据
发生欠薪时及时投诉举报

2023年，本报新闻热线经常接到求助媒
体讨薪的电话，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缺少
法律意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有口头承
诺。此类求助因为缺乏劳动合同等证据，很
难讨薪成功。

戚志刚介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规定，农民工工资应当按月足额支付，有
效预防年底讨薪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
关规定，劳动关系主体是明确的，即一方为用
人单位，另一方为劳动者；个人承包项目属于
劳务关系，不能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混淆；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用于
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
本人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用人单位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或变相扣押。此
外，在开工前应当严格落实劳动合同签订，发
生欠薪时就有了有效证据。

戚志刚介绍，发生欠薪时应当及时向属
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投诉方式：
自治区人社厅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以及自
治区劳动监察投诉举报电话0891-6842285；
全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电话24小时
不打烊，确保劳动者“投诉有门、受理有人、问
必有答、诉必有查”，打通维权“最先一公里”。

解决烦“薪”事，确保农民工安“薪”过节
去年以来，我区为劳动者追回工资4000万余元

为了让广大农民工顺利拿到
工资、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我区劳
动监察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紧
紧围绕根治欠薪总目标，开展专项
行动，全面排查、分类施策、及时掌
握欠薪隐患，提前介入、提前谋划，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农民工烦

“薪”事，确保农民工安“薪”过节。
2023年，我区移送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案件8件，推送公布拖
欠工资失信企业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15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社会公布52起，持续保持对恶意
欠薪的高压态势，形成“不敢欠、不
想欠、不能欠”社会氛围。

记者 德吉曲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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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雨”大型无人机。资料图

↑曲水县才纳乡境内开展人工增雪作业。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