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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山南市第 44 届雅砻物

资交流会搭建的帐篷直播间，看到几名

主播正在直播带货加查核桃。直播间的

线上平台上，网友纷纷留言下单抢购。

“加查的农副产品除了在这次物交

会上进行直播，平日在乡里也经常进行

线上直播。”山南市加查县拉绥乡党委

书记余辛杭告诉记者。

近年来，拉绥乡党委、乡政府以狠

抓农牧民增收致富为“绩点”，持续全面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坚持擦亮“加查千年核桃”“加

查野生核桃”金字招牌，以网络媒介新

方式，采取直播带货模式，力破农牧区

农副产品滞销现实难题，有效拓展销售

渠道，全面助力群众增收，以担当实干

提升群众增收亮点和幸福指数。

怎样开展直播业务？

拉绥乡选优配强带货队伍，乡政府

组织各驻村工作队对农副产品进行全

面摸底清查，详细了解农副产品滞销数

量、滞销原因、产品质量等基本情况，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

拉绥乡坚持问题导向，直面滞销困

难，结合实际情况，划分巧巴村、棍追巴

村、岗巴村、玛罗村 4 个直播带货点，乡

主要领导带队、带头直播，并选配业务

能力强、服务意识高、直播基础好的村

第一书记、乡村振兴专干、科技专干等

加入直播队伍。

每次直播带货，均采取由一名老干

部带领一名新专干的“新老直播模式”，

不 断 强 化 直 播 队 伍 素 养 ，并 大 力 借 助

《新拉绥》《西藏品尚献礼助农号》网络

直播平台，打通苹果、核桃等农副产品

的新销路。

直播团队的专业性如何提升？

为提升直播工作的专业水平，拉绥

乡积极开展岗前直播培训业务。直播

工作开展前，拉绥乡对直播带货队伍进

行严格培训，针对性地提高大家直播带

货的能力。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

么”的培训原则，拉绥乡将“抖音直播带

货+加查文旅推广”相结合，对参与直播

的工作人员进行直播注意事项、用词术

语、产品推广、热度打造、氛围营造等基

本技能集中培训，让直播队伍能够以专

业态度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工作。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拉绥乡已

组织直播人员参与培训学习 6 次，培训

人员 14人。工作人员每天进行线上直播

的时间平均达 4小时，直播时当日最高在

线观看人数 1500 余人，当日最高成交量

240余单，当日最高成交额 1.5万余元。

顾客怎样购买产品以及
线上下单后产品如何配送？

为进一步加强农副产品销售，拉绥

乡广泛开展线下销售，借助山南市、加

查县物资交流会等方式，引导各村积极

开展户外产品销售经营活动，通过“摆

摊+销售”的方式，大力提高销售额。

在线上销售配送上，拉绥乡将直播

带货的产品统一打包、集中运输，在指

定地点集中对核桃、苹果等农副产品的

质量把关、挑选、打包、发货，全方位、全

链条打通采摘、筛选、打包、装箱、贴单、

发货等“最后一公里”，确保消费者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

为增加群众收入，拉绥乡政府全额

承担直播带货的物流运费。截至目前，

已累计承担 3.13 万余元。今年以来，拉

绥乡直播带货销售的干核桃 1420 余单、

销售 4210余斤，成交金额 8万余元。

售后服务如何保障？

顾 客 买 到 产 品 ，有 问 题 该 怎 么

反馈？

拉绥乡坚持系统思维和目标导向，

在直播带货工作中整合全乡资源，成立

售 后 服 务 小 组 ，建 立 健 全 售 后 服 务

机制。

拉绥乡立足反馈清单、方式方法、

整改措施，及时追踪消费者意见建议，

形成“反馈+受理+清单+结办+销号”的

闭环管理模式，以消费者的评价反馈作

为工作改进的落脚点，努力提高服务态

度、物流速度、宣传程度、产品质量等工

作，以直播带货打通群众增收的康庄大

道，积极建设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

美丽新拉绥。

据统计，截至目前，拉绥乡共接受

消费者反馈 500 多条，其中 90%以上为

正面反馈。消费者对直播带货的产品、

服务、物流大多持好评态度，并且有不

少消费者为回头客。

“10 分 20 秒，已超时，请 1 号选手停

止铺床。”

听到裁判指令，刚刚套好枕套，准

备把枕头放到床头的 1 号选手立即停

了 下 来 。 她 喘 息 着 放 下 枕 头 ，擦 了 擦

额头的汗水，转身面向裁判，局促不安

地站在那里。这是山南市文化旅游行

业 技 能 大 赛 客 房 服 务 决 赛 现 场 的

一幕。

山南是藏民族发祥地，拥有众多历

史 文 化 遗 产 、自 然 风 光 和 独 特 民 俗 文

化，一直是旅游热点地区。为培养一支

服务素质高超的工匠型专业旅游服务

队伍，促进服务质量提升，为文化旅游

引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近日，山南

市举行了首届文化和旅游行业服务技

能大赛。比赛分为导游讲解、酒店客房

服务、前厅服务、餐厅服务共 4 个工种。

从国内知名旅行社到小旅行社，从星级

酒店到民宿，山南市文化旅游行业的 97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如果说最考验选手知识储备和演

讲水平的是导游讲解比赛，最考验选手

应变能力的是前厅服务比赛，最优雅的

是餐厅服务比赛，那么，最紧张并具观

赏性的还是客房服务比赛。

本次客房服务比赛分为中式铺床

和夜床服务两项内容。仅以中式铺床

为例，看似简单的铺床，却有多达 6 类共

29 项细致要求。选手要在 8 分钟以内铺

好一大一小两张床，除了要铺得平整、

饱满，抛床单、被套、被子时不能超过三

次，用时超过 8 分钟要被扣分，而超过 10

分钟则不再计分。

1 号选手用时超过 10 分钟，不再计

分。据了解，这位选手是山南市职业技

术学校的学生，还没有毕业。

“大床与小床的床单铺反了。”裁判

一边用尺子测量铺床是否符合要求，一

边指出这位选手的另一个问题。

听着裁判指出的问题，1 号选手终

于绷不住了，用手捂住嘴，哭出了声。

一旁观赛的老师连忙掏出纸巾给她擦

眼泪。

与 1号选手同组竞技的 2号选手，来

自山南某连锁酒店客房部领班文超也

连忙上前安慰。事后，据他介绍，客房

服务技能大赛的过程紧张且极具观赏

性，非常考验选手的技术、体力和心理

承受力。以客房服务为例，看似简单的

铺床，全程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如

果严格按照要求，无论枕头、床单、被

套，凡是客人身体接触的地方，服务员

的手都不可以直接接触。毫无工作经

验的 1 号选手能够在众多客房服务经验

老到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已

非常难得。

随后几组比赛，选手们全力以赴。

雅砻河酒店客房部的洛桑群宗使出浑

身解数，发挥出最高水平，一双手上下

翻 飞 ，把 被 单 抛 成 了 浪 花 。 选 手 们 气

喘吁吁，观众也捏着一把汗。场外提示

时间还剩一分钟时，她正在装枕套。只

见她左肘压住枕头并捏起两角，右手拉

起枕套，左右手配合，一压两拉，短短两

三秒，就套好了。

“ 真 是 一 场 技 术 与 力 量 的 美 的 比

拼！”观众小布惊叹道。

山南市文旅局副局长陈兴碧告诉

记 者 ，通 过 比 赛 可 以 发 现 并 及 时 改 进

行 业 内 部 存 在 的 一 些 技 术 方 面 的 问

题 。 下 次 大 赛 ，拟 在 导 游 讲 解 和 前 厅

服 务 比 赛 中 增 加 民 族 语 言 和 英 语 项

目，在餐厅服务比赛中增加藏餐、西餐

摆 台 项 目 ，在 客 房 服 务 中 增 加 西 式 铺

床项目。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连

日来，乃东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先

后在索珠乡索珠村、颇章乡阿巴村、

亚堆乡曲德沃村开展“三下乡”暨“文

明实践进万家”活动。

在每场活动现场，首先以热烈奔

放的《扎西雪巴》拉开序幕。随后，山

南市十佳宣讲员、隆子县骨干宣讲员

扎西次仁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自治区党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进行精彩宣讲，深入阐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现实意义，并以自身经历讲述

新旧西藏对比，引发群众强烈共鸣，

现场掌声不断。期间，乃东区公安局

交警大队宣讲员结合身边事例，强调

遵守交通规则、佩戴安全头盔等道路

交通安全知识。乃东区人民检察院

工作人员聚焦家庭教育和电信诈骗

等，为群众普及日常生活注意事项，

让群众进一步掌握相关生活知识。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将知识与欢乐送到基层，深受群众欢

迎，为推动乃东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群众的综合素质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精神动力。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在

今年的山南市雅砻物资交流会上，浪

卡子县借助信息化手段，助推文旅产

业的蓬勃发展与产品销售的新突破。

线上直播成亮点。县商务局、文

旅局与西藏山南羊湖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利用山南市雅砻物资交流

会直播平台，开展旅游资源推介。室

内直播中，主播生动介绍浪卡子县的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族服饰和特

色美食等；户外则上演一个个精彩的

民族节目。此次直播吸引 3000 人次

观看，点赞超 5000 次，评论互动 1200

条，大大提升了文旅知名度。

电商平台拓销路。县商务局与

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合

作，搭建特色文旅产品专区。物交会

期间，电商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50%，

奶渣、藏鸡蛋等特色产品销量领先，

有效推广了“羊湖”特色。

数字服务助增收。与往年不同，

今年参展商户登记注册及顾客消费

均有新变化，扫码可享政策补贴。浪

卡子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发挥“服务

员”作用，设立咨询台，为群众解答线

上平台使用疑问，还为参展商户提供

“一对一”服务，协助注册、解答提现

等问题，促进交易顺利进行。这些举

措为浪卡子县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注入新动力。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近

日，隆子县以“全国交通安全日”为契

机，开展了“文明交通 携手共创”主

题宣传。

隆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县城

中 心 广 场 设 立 宣 传 点 ，通 过 悬 挂 横

幅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以 及 面 对 面 讲 解

等 多 种 方 式 ，引 导 广 大 交 通 参 与 者

摒 弃 交 通 陋 习 ，坚 决 抵 制 交 通 违 法

行为。

与此同时，各乡（镇）派出所深入

各学校、企业、寺庙及群众家中，通过

面对面宣讲、以案释法以及发放宣传

资料等途径，为群众普及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

隆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人

表示，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进一步提

升了群众的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和守

法守规意识，不仅有助于广大群众养

成良好的交通习惯，重要的是为营造

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畅通的交通

环境夯实了坚实基础，让文明交通的

理念深入人心，在隆子县内形成良好

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近

日，驻琼结县加麻乡加麻村工作队与

乡文化站联合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培训班。培训旨在提升“双联户”

户长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进一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

有趣。通过“小黑板”教学，从基础的

文字书写到情景对话，工作人员耐心

细致地讲解和示范。学员积极投入，

普通话水平逐步提升，课堂氛围欢乐

融洽。

“此次培训力度大、时间长，学员

们收获颇丰。通过现场教学，联户长

们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荣誉感和使

命感，为用普通话交流打下了坚实基

础。”加麻乡驻村工作队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与乡文化站合作，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探索培训方式，提升培

训效果，为群众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据悉，此次共有 23 名“双联户”户

长 和 村“ 两 委 ”班 子 成 员 参 加 培 训 。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不仅提

高了语言文字水平，还加深了对中华

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学员们表

示，将继续努力学习，为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乃东区

开展“三下乡”暨“文明实践进万家”活动

浪卡子县

创新方式助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隆子县

开展“文明交通 携手共创”主题宣传

琼结县加麻村

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班

一 场 技 术 与 力 量 的 比 拼
——山南市文化旅游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客房服务决赛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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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结县农业农村局和科技水利局整合资源谋发展，助力村集体经济

迈上新台阶。

图为下水乡唐布齐菜篮子工程工作人员开展“蔬菜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图①②：拉绥乡工作人员打包

当天顾客线上下单的农产品。

图③：拉绥乡党委书记与乡长

正在进行直播带货。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