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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珍不仅找到心仪的工作，还找到

了另一半，去年，她与大冶青年柯常山

结婚；

在黄石市东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的苏鑫，获得了“新黄石人”荣誉称

号；

琼结县青年巴珠，在黄石开办了黄

石第一家藏餐馆；

曲 松 县 青 年 次 仁 ，用 上 班 攒 来 的

钱，帮家里装修了新居；

……

近年来，一批批西藏籍高校毕业生

走出雪域高原，在湖北、在黄石就业、生

活，成为了“新黄石人”。

2020 年，湖北省黄石市和曲松县两

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启动“鄂藏情”组

团式市场化区外就业工作，为西藏籍高

校毕业生蹚出了一条展示青春风采、实

现理想抱负的道路。

2020 年 11 月，黄石市第五批援藏工

作队带着 35 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赴黄

石市开启就业之旅。这是西藏自治区

首批组团式市场化区外就业的高校毕

业生。

2022年，曲松县委、县政府和黄石市

第六批援藏工作队实施“蒲公英飞扬”行

动，持续推动西藏籍高校毕业生组团式

市场化区外就业工作。在岗位开发上，

黄石、曲松两地联手，由援藏工作队牵线

搭桥，同劲牌公司、华新水泥签订就业援

藏协议，依托黄石市人社局，同黄石城发

集团、国资公司等企业签订就业援藏协

议，形成“两地人社部门抓两端、援藏工

作队搭中间”的工作格局。另外，通过逐

个拜访企业，了解企业实际需求，向企业

推荐山南籍高校毕业生，助推企业和求

职者双向选择、双向奔赴。

黄石市还将山南籍高校毕业生纳

入“新黄石人”发展计划，制定实施《“援

藏引才·优选黄石”山南市高校毕业生

来黄就业专项行动》《支持西藏山南籍

高校毕业生来黄就业创业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优选黄石”“建功黄石”“融入

黄石”三大主题活动，落实山南籍高校

毕业生和企业组团引才、创业扶持、安

居保障等 17 项政策。仅 2024 年就开发

优质就业岗位百余个，不仅涵盖了国有

企业，也有华新水泥、劲牌公司、长城汽

车等知名企业。

为解决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初到黄

石工作不适应的问题，在黄石市援藏工

作队的指导下，各就业援藏企业针对不

同岗位西藏籍员工实际，积极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提升岗位技能水平。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关注下，在企业领导和同

事的精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西藏籍高

校毕业生很快就从初出茅庐的职场“小

白”，成长为能够在公司独当一面的业

务骨干，适应了当地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截至目前，西藏籍高校毕

业生在湖北累计实现就业 241 名，其中

组团式市场化就业 228 名。其中，湖北

省黄石市累计接收曲松县及山南市其

他县（区、市）高校毕业生 148人就业。

“一批批高原学子，通过‘鄂藏情’

组 团 式 市 场 化 区 外 就 业 平 台 ，走 出 高

原，奔赴工作岗位，开阔了视野，提升了

自我认知。”曲松县人社局副局长白玛

央金表示，“就业援藏，减轻了就业压

力，增强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书写了藏鄂两地民族团结新篇章。”

2024 年，黄石市又新开发了 100 多

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向西藏籍高校毕业

生敞开怀抱……

湖北省黄石市援藏工作队持续推动组团式市场化区外就业工作—

雪域高原上走来“新黄石人”
本报记者 孙开远

缘藏30载
真 情 暖 高 原

本报拉萨 12月 12日讯（记者 段

敏）12 日上午，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 2024 年四

季度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四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

精神，通报近期典型问题，总结 2024

年全区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

下一步工作。

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会才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部署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各部

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

深入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若干规定》，从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化对

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

目标方向、方法举措，紧密联系实际，

研究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以更强

的政治自觉、更高的工作标准，推动整

治工作向治本深化。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

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年度文件、会

议 计 划 ，着 力 提 升 督 查 检 查 考 核 质

效，加强典型问题整改整治，持续纠

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进一步

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制定政策，明晰

基层权责，减轻基层压力、释放基层

活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

任，为实现“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

列”目标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龚会才在自治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专项工作机制2024年四季度会议上强调

进一步明确目标方向方法举措

积极推动整治工作向治本深化

本报泽当 12月 12日电（记者 孙

开远）近年来，山南市着力推动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区前列，生态保

护 修 复 成 效 显 著 ，其 中 南 北 山 绿 化

（山南段）工程累计完成造林 6.3万亩。

据了解，今年以来，山南市实施

山南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修复治

理子项目 91 个，累计完成投资 36.5 亿

元；西藏自治区青藏高原西南缘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完

成治理面积 184.3401 公顷；年度落实

重点生态功能区支付资金 4.79 亿元；

制 定《山 南 市 生 态 岗 位 管 理 实 施 细

则》，2024 年 山 南 市 遴 选 生 态 岗 位

28788 个，今年前三季度兑现生态岗

位资金 5863万余元。

山南市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拉萨 12月 12日讯（记者 袁

海霞 郑璐 通讯员 邓丽姬）今年以来，

为更好地服务我区外资外贸企业汇

率风险管理，外汇局西藏分局结合本

地实际，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首笔

外汇掉期业务落地。

2024 年 11 月，中行西藏分行与区

内某企业签订一笔 7 天外汇掉期合

约，金额达 4.6万美元。通过办理外汇

掉期业务，企业锁定了近端和远端的

汇率，规避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据了解，外汇局西藏分局多渠道

发力，加大汇率避险知识、银行外汇

衍生产品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树立

风险中性意识。同时，赴区内重点外

贸企业开展走访活动，了解企业汇率

风险管理业务需求，面对面开展政策

解读和汇率风险管理辅导，帮助企业

有效应对汇率风险。

此外，外汇局西藏分局鼓励区内

银行加强外汇业务能力建设，指导中

行西藏分行开办外汇掉期和期权业

务 、农 行 西 藏 分 行 开 办 外 汇 远 期 业

务。目前，全区共有 3 家银行具备外

汇衍生产品业务资格，外汇服务环境

进一步优化。

西藏首笔外汇掉期业务落地
金额达4.6万美元

本报狮泉河 12 月 12 日电（记

者 洛桑旦增 达珍）自治区人社厅

驻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社区

工作队入驻以来，认真开展百日入

户大调研，精准掌握社区居民生活

状况和面临的困难，摸清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并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和

爱心企业开展帮扶慰问活动。

近日，该驻村工作队联合措勤

县南布措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为康

乐新居群众送去大米、面、豆油等

价值 4万元的物资，惠及 133户搬迁

群众。

此次慰问活动受到群众的热

烈 欢 迎 和 广 泛 好 评 ，大 家 纷 纷 表

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增强了对生活的信

心 ，今 后 将 积 极 提 高 自 身 就 业 技

能，努力增收致富。

噶 尔 县 委 副 书 记 、康 乐 新 居

社区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龚发祥表示，社区 714 户群众均为

易 地 搬 迁 户 ，帮 助 搬 迁 群 众 解 决

生 产 生 活 困 难 ，是 驻 村 工 作 队 义

不容辞的责任。今后驻村工作队

将 持 续 开 展 此 类 活 动 ，在 帮 助 困

难 群 众 的 同 时 ，积 极 引 导 他 们 转

变就业观念。

噶尔县康乐新居社区

开展帮扶慰问活动

本报日喀则 12月 12 日电（记

者 旦增嘎瓦）为增强农牧民群众的

致富和就业本领，近期，日喀则市

桑珠孜区人社局积极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桑珠孜区人社局充分发挥区、

乡、村“三级联动”作用，通过微信公

众号、电子显示屏、政务公开栏等，

广泛宣传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政策

等。同时，通过入户调研、访谈、线

下登记等方式，对 176个村（居）的群

众进行技能培训意愿摸底，并开展

市场用工需求调查，制定了与市场

需求相适应的培训计划。

桑珠孜区人社局重点针对有

培训意愿的脱贫户、监测户、易地

搬迁户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结合

农 牧 民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实 际 ，采 取

“送教下乡”方式，将课堂搬到农牧

民家门口。据悉，今年 11 月以来，

共举办技能培训班 13 期，培训内容

涵盖农作物栽培、汽车驾驶、蔬菜

种植、民族手工艺（编织）、烹饪等，

有 416名群众参加培训。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技能培训为群众增收致富“蓄能”

在拉萨市达孜区雪乡民间传统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小院里，拉萨布制面具制作技艺西藏自治区级

非遗传承人西洛和徒弟们忙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在制作面具。面具制作工序繁杂，制作一个面具包括雕刻、

分层、风干和喷漆等十几道工序。

2012 年，在政府的扶持下，西洛创办了传统手工艺合作社，主要制作和销售藏戏面具。西洛制作的面具

造型精美，广泛运用于藏戏表演中。“面具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大部分订单来自西藏的各大藏戏

团。”西洛说。近年来，合作社不断吸纳当地群众学习面具制作技艺，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机会，也进一

步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

上图：合作社的工匠们在工作间合影。

左图：合作社的工匠在制作西藏传统面具。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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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

作 的 总 体 要 求 和 政 策 取 向 ，注 重 目 标

引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

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把握政策取向，

讲求时机力度，各项工作能早则早、抓

紧 抓 实 ，保 证 足 够 力 度 ；强 化 系 统 思

维 ，注 重 各 类 政 策 和 改 革 开 放 举 措 的

协 调 配 合 ，放 大 政 策 效 应 。 要 紧 抓 关

键 环 节 完 成 好 明 年 经 济 工 作 重 点 任

务，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

振 内 需 特 别 是 居 民 消 费 需 求 ；针 对 制

约 发 展 的 深 层 次 障 碍 和 外 部 挑 战 ，坚

定 不 移 深 化 改 革 扩 大 开 放 ；针 对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瓶 颈 制 约 ，推 动 新 旧 动 能

平 稳 接 续 转 换 ；针 对 企 业 经 营 中 的 关

切 诉 求 ，加 强 政 策 支 持 和 优 化 监 管 服

务；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用力

推进风险处置。要大力提升抓落实的

效 能 ，充 分 调 动 基 层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凝聚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

领导，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

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要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干

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切实为基层松绑

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

干成事。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保持公平

公 正 的 市 场 环 境 、风 清 气 正 的 营 商 环

境。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热衷于对

上表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统筹发展和安全，

抓好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和及时应对社

会安全事件。增强协同联动，反对本位

主义，形成抓落实的合力。加强预期管

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

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同时，要准确

把 握 世 情 国 情 党 情 社 情 ，加 强 战 略 谋

划，制定好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

会议要求，要做好岁末年初民生保

障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排查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

局稳定。

会议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会议各项部署，

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高

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

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

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和企

业、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海拔 5200 米，对于普通人来说，已

是超高海拔，对于拉平来说，只是向上

攀登的起点。

从海拔 5200 米的珠穆朗玛峰大本

营，到 5800 米的过渡营地，再到 6500 米

的前进营地，所走的每一步，都要克服

头晕、心悸等缺氧症状，还要警惕雪崩、

落石等危险。

作为中国移动“5G 上珠峰”保障团

队的一员，拉平和同事曾历时 47 天，在

珠峰大本营到峰顶沿途的 3 处营地新建

8个基站，将 5G 信号送上珠峰峰顶。

这名 90 后藏族小伙，是中国移动西

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网络部网络运维

班长。2020 年 3 月，公司以“竞聘”的方

式选拔参与此次通信保障任务的团队，

拉平立刻报了名。他说：“基站的安装、

运行、维护，以及传输光缆、熔纤、测试，

这些经验我都有。最重要的是，我是一

名党员，做好珠峰高程测量通信保障是

一项光荣的任务，我责无旁贷。”

5G 上珠峰，没有捷径可走。从 5800

米营地到 6500 米营地，都是三四十厘米

宽的碎石路。架设基站所需的 8 吨重的

通信设备和建设物资，全靠“牛驮人扛”

的方式运上山。

“一盘 3 公里的光缆需要 40 人同时

肩扛，我们每走几步就得休息一下，是

累，更是缺氧。”拉平回忆，最大的困难

是在熔纤上。攀爬过程中，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的低温是常态。同事赵华均把

熔接机抱在胸前，为避免风雪吹进机器

里，他用衣服包裹整个机器，长时间趴

伏在雪地里，整个身子都冻僵湿透。

为确保测量信息回传和 5G 直播画

面，一切进度刻不容缓。拉平所在的团

队共 12 人，负责设备的安装和维护。翻

过湿滑险峻的冰脊，路过一望无垠的冰

塔林，躲过一次次落石……最终，拉平

等人到达海拔 6500 米的前进营地，开始

架设基站。

珠峰表面都是异常坚硬的冻土，石

头、砂子和冰块冻在一起。为了确保基

站的稳定性，需要挖一个半米深的沟槽

放置基站支架，每往下凿一厘米都十分

费力。“当时，我手机收到 5G 信号的时

候，心里无比高兴，因为我的付出得到

了回报。”拉平说。

2020 年 4 月 30 日，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正式开通，珠穆朗玛峰北峰登山

线路及珠峰峰顶，基本实现5G信号覆盖。

基站的开通，不代表任务的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驻守。6500 米营

地俗称魔鬼营地，对于没经过专业登山

训练的拉平来说，每一天都是意志和耐

力的极限挑战。

在营地，拉平和同伴住在帐篷里，

下面要垫十几层垫子，手摸下去，十几

层垫子常常湿了好几层，早上起来，垫

子和被子上都是冰碴。白天也同样难

挨。太阳光的照射融化山上冰冻的落

石，不时会有石头落到帐篷上，得随时

留意。时间久了，拉平的耳朵和脸开始

失去知觉，眼睛也出现了雪盲的症状。

驻守期间，由于暴风雪天气，登山

队安排了多次大撤退，但拉平仅仅撤退

过 一 次 。 他 说 ：“ 如 果 我 撤 离 了 ，5800

米、6500 米营地的通信基站就会失去保

障，一旦设备出现问题，就意味着保障

任务的失败，绝不能掉链子。”

近年来，拉平先后完成了 2020 珠峰

高程测量、2023“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任

务的通信保障工作。作为班长，他将多

年来总结整理的高原地区网络覆盖、基

站供电、线路维护等方面的经验向组员

们倾囊相授，7名组员全部成为网络维护

的行家里手。他经常鼓励组员：“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要更

高。要弘扬老西藏精神，不怕困难，兢兢

业业，为更多居民提供更优质的信号保

障服务，让 5G信号覆盖广袤大地。”

（转载自《人民日报》2024 年 12月

10日第17版）

将 5G 信号送上珠峰峰顶
人民日报记者 李林蔚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