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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改则县第二小学，蓝天白云绿茵场上，不

少学生带着足球绕杆跑，有的则互相传递练习。一

张张笑脸，沐浴着夏日的阳光，他们意气风发，用汗

水浇灌着希望。

“我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改则县第二小学踢足

球，现在初中还在踢。我将来想成为一名职业球

员。”在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就读的旦增旺久说。

近年来，改则县第二小学通过足球社团、足球

赛、校园足球艺术节等载体全面开展足球活动，在

校园足球运动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学校在 2016

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称号。

“每天下午放学后的 2小时是足球社团的训练时

间，每班每周设有 1节足球课，让孩子们了解足球、喜

欢足球。”校长次仁扎西说，“‘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

校不断深化体教融合，努力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健康

快乐的校园环境，让每一个学生茁壮成长。”

次仁扎西介绍，改则县第二小学一直致力于保

障青少年体育健康，积极推进体教融合，通过创新

体育教学模式、提供科学锻炼指导、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丰富青少年赛事活动以及加强人才培养等方

法，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学校采用多元化的体育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

体育的兴趣。将体育课程与游戏、竞赛相结合，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锻炼身体、掌握技能。同

时，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兴趣特长，开设了篮

球、足球、羽毛球等多样化的体育选修课程，有效满

足了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

此外，改则县第二小学还积极引入现代教育技

术，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手段辅助教学，让学生

更加直观地了解体育知识和动作要领，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参

与体育课程的积极性，也提升了教学效果。

改则县第二小学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近年来，学校新建了标准化

的田径、足球、篮球等场地，并配备了先进的体育器材和设备。良好的基础设施

为学生们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学生们能够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中

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

同时，学校每年定期举办校园运动会、篮球比赛、足球比赛等常规赛事，并

鼓励学生参加县级及其他体育比赛。通过参与赛事活动，学生们不仅提高了竞

技水平，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还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

改则县第二小学注重体育人才的培养，建立了完善的体育人才选拔和培养机

制。对于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学校提供专门的训练和指导，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

力。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不仅关注学生的体育技能，还注重学生的文化素养

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体育人才。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体教融合新路径，认真落实‘双减’政策，以课程

建设、活动开展等为推手，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次仁扎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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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惠民见实效

大力推进体育惠民工程

举办高原特色体育赛事

在拉萨首次举办的中国海拔最高的城市龙舟赛。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南区））足球比赛现场足球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敏王敏 杨小娟杨小娟 摄摄

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

珍珠球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王敏 杨小娟 摄

老旧小区增添简单实用的健身设施就是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拉萨河边加以整治就地变身“健身乐园”，堆砌闲置物品的

地方稍加改造就是利民惠民的运动场……西藏实实在在把健

身设施建到群众身边。

“十四五”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

体育局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围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全

民健身发展机制，持续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基本构建

起了覆盖城乡、组织完善、设施齐全、活动丰富、指导有力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群众体育走进千家万户。

7 月的拉萨是人们最喜欢的季

节，没有其他城市夏天的高温炎热

也没有冬天的寒风凛冽，因此，晨

练、夜骑、爬山的人越来越多。

“一般周末我都会约上三五个

亲朋好友，带上孩子到南山公园爬

爬山、健健身，亲近大自然。”市民

小张和儿子在南山公园比赛，看谁

能最先到达“祖国万岁”标识处。

南山公园作为拉萨南北山绿

化工程的一部分，是我区首个河谷

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的代

表性工程，如今已成为拉萨市民休

闲锻炼的好去处，集生态景观、健

身步道、凉亭等休闲于一体，满足

了 市 民 散 步 、健 身 锻 炼 等 多 种 需

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因体

育而不断提升。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了《西藏

自 治 区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21-2025 年）》，自治区体育局出

台关于全民健身的政策等一系列

文 件 ，形 成 全 民 健 身 工 作 联 席 机

制。自治区体育局和相关部门联

动开展工作，加快我区全民健身事

业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实现全区公

共体育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23 年底，我区共有各级

各类体育场地 8921 个，场地总面积

711.25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达到 1.95 平方米，比“十三五”末

提高了 23.75%，层次分明、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的公共体育设施体系

基本形成，全民健身已成为现实。

“我经常到这个公园散步，以前这

个地方空空如也，现在这里不仅有树

有水，还有健身场地，可以散步也可以

练器械。”市民仁青旺加说。

仁 青 旺 加 所 说 的 公 园 正 是 占 地

1057 亩的中华文化公园。公园东起柳

梧大桥，西至拉贡大桥，由拉萨河北岸

的共同文化、共同精神和拉萨河南岸

的共同历史、共同疆域四个部分组成，

环抱约 3000 亩拉萨河水域，投资约 5.2

亿元，是拉萨市民心工程也是体育惠

民工程之一。

中 华 文 化 公 园 除 了 全 面 展 现 辉

煌灿烂、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和现代

文 明 理 念 外 ，还 建 有 篮 球 场 、足 球 场

等 运 动 场 地 ，为 广 大 市 民 提 供 安 全 、

舒适、便捷的休闲娱乐空间和健身锻

炼的场所。

越来越多的健身场地搬到了“家

门口”，让市民惊喜不断。“以前踢球要

去很远的地方，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

实现，最近每周都会来踢上几场！”在

中华文化公园足球场上，市民旺久正

和朋友们肆意奔跑，尽情地挥洒着汗

水。

“十四五”以来，我区累计申报下

达各级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助资

金 11.04亿元，重点推进社区、乡镇所在

地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加大对边境一

线、高海拔地区、偏远农牧区的倾斜力

度，实现体育健身设施数量持续增加。

从城区到乡村，从社区到广场，从

户外到室内，健康步道、公共足球篮球

场、儿童游乐设施区、社区健身场地等

应有尽有，运动人群无处不在，“处处

能健身，人人乐健身”的背后，是西藏

持续推进体育惠民工程建设和积极营

造浓郁全民健身运动氛围的结果。

一条最美赛道、千名激情跑者、数万

名参与网友。近日，2024年中国山地自

行车联赛第三站（西藏·林芝）在林芝市

比日山国家森林公园天边牧场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 16支专业代表队，业余选

手以及自行车爱好者们一同角逐竞技。

“在高原骑行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在雪山美景的相伴下，才能达到心灵

与肉体的完美结合。”骑行爱好者赵先

生来自广东，体验过岛屿骑行，也挑战

过川藏线骑行，如今到了拉萨，一发不

可收拾地爱上了高原骑行。

近年来，为了不断丰富和完善

全民健身活动体系，创建全民健

身 特 色 品 牌 ，自 治 区 体 育

局深入挖掘特色体育资

源 、自 然 资 源 ，将 已 有

资源与户外运动赛事

活动相结合，创新举

办各项群众性赛事

活动，大力发展高

原特色体育。

滑 雪 、漂 流 、

马拉松、赛马、摔跤、骑行……在西藏，

民族特色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体育赛

事精彩纷呈，交相辉映。

如今，区（中）直单位全民健身运

动会、全民健身体验、新年登高、老年

人健身锅庄舞交流展示大会、藏历新

年初三民族传统马术表演等活动，已

成为高原特色全民健身活动。各市地

结合自身特色，举办形式多样的全民

健身赛事活动，如民族赛马、响箭、打

牛角、抱石头、押加等民族传统体育活

动和农牧民运动会、社区运动会以及

足球、篮球等赛事活动深受我区各族

群众喜爱。

为弘扬全民健身文化，在全社会

形 成 热 爱 体 育 、崇 尚 健 康 、关 爱 健 康

的 新 风 尚 ，构 建 多 元 化 的 全 民 健 身

服 务 体 系 ，近 年 来 ，我 区 对 分 布 在 拉

萨 市 区 的 全 民 健 身 站 点 进 行 全 面 梳

理。目前拉萨市共有 50 多个全民健

身 站 点 ，为 市 民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健 身

场 地 ，增 强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感。

拉萨市达孜区依托现有各类资源，

将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

体关心帮扶工作纳入基层治理重点，以

“四字”工作法织密特殊群体关爱网。

“摸”清底数，掌握实情。达孜区

依托网格员“敲门行动”，联合各责任

单位，彻底排查辖区内特殊人群，做

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助

推特殊群体帮扶工作精准覆盖、有效

覆盖。通过信息核对和 100%入户调

查等方式，全面复核达孜区特殊群体

现居住地址、家庭情况、健康情况等

现 状 ，共 排 查 复 核 出 特 殊 困 难 老 人

475 名，贫困低保户 322 户 419 人，困

难残疾人 114 名，重度残疾人 391 名，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 名，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 134名。

“管”出实效，精准施策。以特殊

群体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用实际行动

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对 18 户有无障

碍改造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摸排走访，

实地了解其生活状况，沟通主观改造

需求，建立无障碍改造项目施工档案

18 份，改善残疾人生活不便问题。立

足乡村养老实际，启动首家老年人助

餐 点 ，推 行“ 个 人 出 一 点 、企 业 让 一

点、政府补一点”的普惠型助餐服务

模式，以“早餐补贴 4 元，午餐补贴 8

元”的标准坚持有偿助餐，确保服务

可持续。

“ 建 ”强 阵 地 ，做 优 服 务 。 以 恰

村、穷达村留守儿童“快乐之家”为阵

地，对 134 名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开展

关爱活动。为每个“快乐之家”配备

640 余本适合 3-16 岁少年儿童的书

籍、玩具和学习用品，使之成为儿童

“藏宝屋”。招募当地大学生开展课

业辅导志愿，进行课业学习检查、读

书、课外游戏、安全教育等，关注不同

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和情感

需求，破解家长没有能力辅导和没有

时间看护的难题。

“访”之解之，施政所向。对 36 户

适老化改造家庭开展回访工作，对照

改造档案，检查相关设施安装情况，通

过与改造户家庭交流使用反馈，收集

有效建议 15 条，为适老化改造项目持

续开展提供群众智慧，推动重点民生

实事落实到位。全面开展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重新认定复核工作，清退

城镇低保 2 户 3 人、农村低保 9 户 29

人，新增农村低保 9户 16人，确保复核

工作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拉萨市达孜区落实“四字”工作法——

织密特殊群体关爱网
本报通讯员 汤雪华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权文娟）近期，

拉萨市城关区扎细街道向阳社区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推出了一项

便民举措——“网格便民联系卡”。这

一举措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与社区之

间的联系，还显著提高了社区服务的

透明度和效率，赢得居民的广泛好评。

据了解，“网格便民联系卡”上印

有社区主要领导、网格人员和网格民

警的联系方式，被广泛张贴在社区的

各个角落。这张小小的卡片成为了

居民与社区之间的“连心桥”，让“有

困 难 ，找 社 区 ”这 一 理 念 深 入 人 心 。

居民们遇到问题时，通过这张卡片，

就能迅速得到社区的回应和帮助。

近 期 ，辖 区 居 民 群 众 纷 纷 通 过

“网格便民联系卡”积极反馈身边的

民生问题，如路灯损坏、井盖破损、施

工噪音等。对于居民的反馈，向阳社

区党总支迅速行动，立即组织网格人

员实地勘察，并根据实际情况逐一解

决了相关问题。这一高效的服务模

式，让居民们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和力度。

向 阳 社 区 居 民 巴 桑 拉 姆 表 示 ：

“以前遇到问题不知道向谁反映，现

在 有 了 这 张 卡 片 ，就 能 迅 速 得 到 社

区的回应和帮助。真是方便多了！”

另一位居民王先生也赞不绝口：“这

张 卡 片 虽 小 ，但 作 用 却 大 得 很 。 它

让我们感受到社区对我们的关心和

重视。”

通过这项举措，向阳社区真正做

到了用心办好群众关心的事。同时，

这一创新举措也进一步推动社区治

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提升社

区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向阳社区居委会主任边巴次仁

表示：“我们始终坚持‘以居民群众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探索创新基

层治理新模式、新路径。这张‘网格

便 民 联 系 卡 ’就 是 我 们 的 一 次 新 尝

试。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居民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打

造 更 加 和 谐 、宜 居 、美 好 的 社 区 环

境。”

精细化 专业化 智能化

拉萨市向阳社区推出“网格便民联系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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