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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特色文旅资源展

在 山 东 省 潍 坊 市 举 办

日喀则市

完成“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调查工作

南木林县艾玛人民法庭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活 动
奏响农业绿色发展“奋进曲”

——岗巴县力促农业机械化迈向新高度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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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 办好民生实事
——桑珠孜区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质效

本报记者 杨子彦

①①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

领导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根本保证。近年来，日喀则市桑珠

孜区牢固树立“大抓基层、抓实基层”的鲜

明导向，聚焦基层治理现状和群众服务需

求，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周期、全

领域、全过程，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

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面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加强党的领导——
让基层治理更有“力度”

桑珠孜区始终加强党对基层治理工

作的全面领导，织密组织体系，建强服务

阵地，强化基础保障，构建高效协同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以创新举措、务实作风，持

续强基固本。

坚持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方便、

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原则，将原

有的 659 个基层网格调整为 316 个，按照

“一统六联”总体思路，健全完善“1+6+X”

基层网格服务体系，构建“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

四级组织链条，组建街道大工委 4个、社区

大党委 18 个、网格党支部 94 个、楼栋党小

组 42 个，成立应急救援队伍 194 支，调整

充实 97名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将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用发挥

至“全领域”，推动基层党组织设置由传统

型向开放型转变、党员活动由被动参与向

主动参与转变。

坚持“办公区域最小化、服务区域最

大化、服务功能最优化”，立足群众需求，

优化功能服务，积极打造 4 个党群服务 V

站，提档升级 24 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全面完成 14 个乡（街道）、134 个村（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站）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为辖区群众就近就便提供党性锻炼、

学习教育、文化娱乐、综合服务、民意交流

等开放式服务，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和服务群众能力。

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近

两年，本级财政投入 5400余万元用于基层

治理，招录专职网格员 93 名、兼职网格员

1140 名、专职消防员 15 名、专职应急执法

辅助人员 10 名、乡村振兴等专干 479 名、

医疗卫生人员 21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30

名、社区工作者 119名充实基层力量，进一

步凝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力量。

创新工作举措——
让基层治理更有“精度”

桑珠孜区积极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

作用，以“党建+”推动基层党建与社会治

理深度融合，构建高效协同的共建、共治、

共享城市治理新格局。

“+志愿服务”。将每月 5 日定为党组

织和党员“双报到”日，深入开展党员联系

服务社区群众工作，8400 名党员干部深入

社区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2000余人次、志愿

服务 9300 余人次，党员在凝聚民心、服务

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群众自治”。辖区功能型党支部充

分发挥“核心”作用，推出解决小区物业管

理的“三红”物业治理模式、解决多民族社

区治理难题的民族团结“十促法”、破解为

民服务“零距离”的“四门”工作法等，为城

市社区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桑

珠孜区特色的解决方案。

“+社会共治”。凝聚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力量，与申通、京东

等快递企业共建“民情快递”，与美团日喀

则合作成立“南骑士”志愿服务队，聘请 38

名美团外卖骑手兼职流动网格员，辖区共

建共治的力量不断壮大。

“+智慧赋能”。投入 800 余万元构建

“无人机自动化巡逻”系统，实施“互联网+

党建+城市治理”行动，完成城区 4 个（街

道）综治中心信息化升级改造，建立“天

网+地网”的可视化指挥作战体系，探索推

动“智慧社区”“掌上社区”建设，向群众发

放便民联系卡 3.8 万余张，实现了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根本上提升城市

治理精细化水平。

“+积分管理”。把推行群众积分制管

理作为推进基层治理的新路径，细化正负

面清单，以基础分“铸魂”、以加分项“赋

能”、以扣分项“纠偏”。自积分制推行以

来，围绕基层党建、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

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开展积分活动 3350

余场次，参与群众达 6万余人次，累计兑换

物资 106万余元。通过“活动换积分、积分

换需求”，最大限度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

治理的激情和热情，有效激活了群众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站稳人民立场——
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桑珠孜区始终坚持想民之所想、干民

之所盼，聚焦困难送温暖，暖心服务解民

忧，深入基层惠民生，让“民生之盼”成为

“民生之赞”，用点滴真情汇聚为民服务的

暖流。

积极组织 1464 名党员干部与 2549 名

脱贫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常态化访贫问

苦，在“三大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对老

党员、老干部、老劳模和生活困难党员等

群体开展慰问帮扶。2024 年累计开展帮

扶 慰 问 送 温 暖 活 动 2 次 ，累 计 帮 扶 资 金

160 余万元，切实把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

送至千家万户。

聚焦“一老一小”照料服务和“洗澡

难”问题，建成使用 30 个“一老一小”日间

照料室、4 个民俗活动中心、2 个农村幸福

院、22个村级“小澡堂”，累计开展服务 300

余次，受益群众 2400 余人次，得到了群众

一致好评。

坚决贯彻“四下基层”工作制度，践行

“一线工作法”，组织村（社区）干部、驻村

工作队、乡村振兴专干、网格员、社区工作

者等力量，开展“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

常态化入户 1.08 万余户 6.95 万余人，收集

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28 个，为民办

实事 468 件，累计帮扶资金 298 万元，真正

做到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解决

民忧、凝聚民心。

推开日喀则市康马县嘎拉乡嘎拉奴村幸福

养老院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院落和富

有藏式元素的建筑。

入冬后的清晨有些许寒冷，但在院子里的健

身器材旁，几位精神饱满的老人却并不在意，他

们或转动着腰身、或踏着步车，画面温馨祥和。

正值早饭时间，刚进入室内，一股淡淡的酥

油茶香便飘然而至，几位老人围坐在桌旁，手中

捧着热腾腾的茶碗说说笑笑，分享着往昔的故

事，讲述着村里的新鲜事儿，脸上洋溢着满足与

幸福的笑容。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老人们

的笑脸上，岁月也在这暖阳中变得格外温柔。

“以前，每当工作忙碌时，我们总是担心家中

的老人是否孤独、是否有人陪伴。”嘎拉奴村党支

部书记丹增石曲说，“但自从幸福养老院成立后，

不仅为老人们提供了快乐的生活场所，也让我们

这些子女能够安心工作，不再为老人的生活起居

担忧。”

平措卓玛老人的话，道出了许多孤寡老人的

心声。她说：“在幸福养老院，我的晚年生活十

分幸福。每天与老姐妹们一起谈心、唠家常，让

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据介绍，嘎拉奴村幸福养老院是康马县三个

典型幸福养老院之一。在这里，老人们不仅享受

到了周到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更在心灵上得

到了极大的慰藉与满足。

近年来，康马县从农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

发，认真按照《农村幸福院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要求，在自治区、日喀则市民政部门的指导支持

下，坚持高站位推动、高标准落实，多措并举、多

向发力，投资 900 万元建成 3 个农村幸福院，打造

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丹增石曲表示，嘎拉奴村幸福养老院中的点

滴，是整个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积极应对、人文关

怀深切体现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的美好图景，也让我们更加坚信，

只要心中有爱、有关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一定

会丰富多彩、充满幸福。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

珠）经过日喀则市 120 多名一线普

查队员 5 个多月高原高强度野外

实地普查的努力，11 月 29 日，日喀

则市率先在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时

间节点前，完成了“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野外调查工作任务。

据了解，面对日喀则境内文

物点多面广、分布情况复杂多样

的挑战，日喀则市创新工作模式，

成 立 了 以 市 级 普 查 队 为 技 术 指

导，18 县（区）普查队为实地普查

主体的工作团队。各团队根据国

家文物局的相关普查技术流程，

通过专业设备对文物本体进行基

础信息采集、划定文物矢量图和

本体边界、手绘及 CAD 制图、拍摄

文物影像资料等，共采集了 1673

处文物点。其中，“三普”文物点

857 处，完成率达到 100%；2012 年

以来新发现文物点 487 处，同样实

现了 100%的完成率；“四普”期间

新发现文物点多达 449处。

日 喀 则 市 第 四 次 全 国 文 物

普 查 队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下 一

步 ，将 继 续 深 化 文 物 普 查 工 作 ，

坚持“应普尽普、应保尽保”的原

则 ，加 大 文 物 资 源 挖 掘 力 度 ，加

强巡回指导检查和数据审核，确

保普查任务高质量完成。同时，

活化利用文物普查成果，建立文

物数字化档案，制定文物保护规

划，为文物保护和传承提供科学

依据。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

珠）为了让搬迁群众更好地学法、

懂法、守法、用法，日喀则市南木

林县艾玛人民法庭在艾玛乡松东

村易地搬迁点组织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了搬迁群

众家门口。

活动中，法庭工作人员深入

搬迁点走村入户向群众宣传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与群众日常生

活紧密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其

中包括合同纠纷类、婚姻家庭纠

纷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要点，引导

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真正把法律知识和法

治思想送到人民群众中去，让法

律走进群众生活。活动共发放法

治宣传资料 40 余份，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 30余人次。

南木林县艾玛人民法庭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秉持

司法为民的宗旨，持续开展法治

宣传活动，努力让法治的阳光普

照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照亮每一

个角落，为乡村振兴和社会和谐

贡献更多的司法力量。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

珠）11 月 26 日，由日喀则市文化和

旅游局、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的“潍阅峰物”日喀则特色文旅

资源展在潍坊市图书馆举办。

开幕式前，潍坊市图书馆与

日喀则市图书馆联合开展“新质

强文旅 融合促发展”东西部图书

馆文旅融合与民族团结工作创新

发展座谈会，深入探讨东西部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民族共同

体建设与发展、全民阅读推广与

服务、区域协同赋能文旅融合发

展、人文和自然景观推介等热点

议题。潍坊市图书馆与日喀则市

图书馆签署《馆际合作交流协议》

并互换地方文献，确定结对关系，

计划围绕推进全民阅读、加强人

文交流、促进文旅发展等中心任

务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随后，

“潍阅峰物”日喀则特色文旅资源

展正式开幕，日喀则市图书馆、潍

坊 市 图 书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分 别 致

辞，互相交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品，共同表达对未来两地人

文交流的美好期许，集中展示日

喀则市文艺工作者精心创作的唐

卡 40幅。

为扎实推动高水平开放工作，加深交往交流交

融，近日，日喀则市生态环境领域 41 名干部职工赴

上海市宝武集团开展为期一周的调研学习交流活

动。活动期间，特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工业企业环境监管、环境基础设

施运营管理、“双碳”战略实施等进行了全面专业的

讲解和业务指导。

图①：日喀则市生态环境领域干部职工参观青

草沙水源地。

图②：日喀则市生态环境领域干部职工参观亚

洲最大污水处理厂——白龙港污水处理厂。

图③：日喀则市生态环境领域干部职工参加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培训班结业仪式。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近年来，日喀则市岗巴县紧扣绿色发

展脉搏，将农机报废补贴政策作为优化农

机装备、推动农业绿色升级的关键抓手，

通过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多点发力、

全面推进，力促农业机械化迈向新高度，

奏响农业绿色发展“奋进曲”。

为确保农机报废补贴政策家喻户晓，

岗巴县农业农村局党组高度重视宣传引

导工作，积极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

式，通过张贴醒目的宣传海报、发放翔实

的明白纸，与基层群众展开面对面交流，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让政策以最

直观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同时，借助线

上平台，召开宣讲政策解读会议，制作并

发布操作指南视频，详细阐释补贴范围、

清晰解读补贴标准、深入介绍申请流程等

核心要点，受众人数 800余人次，有效提升

了政策知晓率，在全县范围内营造出浓厚

热烈、积极响应的工作氛围，为后续工作

筑牢了群众基础。

在农机报废补贴工作落地实施进程

中，岗巴县秉持规范、严谨、严格、细致的

工作作风，严守政策执行“生命线”，确保

每一个环节经得起检验、每一笔补贴用得

恰到好处。严格对标中央政策要求，明确

补贴对象及范围，将符合条件的拖拉机、

农用挂车、割晒机、割灌机、脱粒机等农机

具，悉数纳入报废补贴范畴，做到不偏不

倚、精准界定。同时，精心规范申请流程，

为农机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量身定制

“申请—审核—回收—拆解—注销—补贴

发放”的清晰指引，要求依规依次提交完

备材料、办理报废手续。并选派业务骨干

专人负责审核事宜，对每份申请材料逐行

审视、逐项核对，确保信息真实无误、精准

可靠。截至目前，共通过符合要求的报废

农机申请 157 台，涵盖拖拉机 45 台、配套

农用挂车 16 台、斜挂式割灌机 88 台、悬挂

生产率式割晒机 4 台、脱粒机 1 台、翻转犁

3 台，落实报废补贴资金 15.8 万元，以扎实

行动彰显政策执行力度。

岗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岗巴县将立足当下工作成果，持

续拓展政策覆盖面，力求做到家喻户晓、

不留死角。同时，强化多部门联动协作机

制，打破信息壁垒、疏通工作堵点，优化审

核流程，全力提升工作效率，让群众早日

享受实惠。此外，还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定期对已报废农机的拆解情况开展“回头

看”专项检查，查遗补缺、总结经验，确保

政策实施扎实稳健、持续生效，为岗巴县

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夯实根

基、筑牢保障，助力农业发展在高质量轨

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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