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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推广中心综合实验室

获 CMA 资质认定证书

驻江孜县懂布村工作队

小处着手办实事解难事

向好而行 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南木林县着力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图/文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 本报通讯员 仓木拉 平措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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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县萨尔乡强阵地育品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七彩”文明新实践 描绘幸福新画卷
图/文 本报记者 杨子彦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结县萨尔乡坚持

把服务群众作为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为平台，以项目建设为关键，培育“七彩文

明、魅力萨尔”文明实践品牌，广泛开展

“红色”党员先锋、“橙色”关心关爱、“金

色”服务“三农”、“绿色”生态环保、“青色”

和谐美德、“蓝色”平安建设、“紫色”文艺

文化主题实践活动，着力构建服务优质、

运行高效的志愿服务机制，不断提升农牧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用好平台阵地 丰富实践载体

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建设中，萨

尔乡聚力用好平台载体、完善配套设施，

不断健全完善组织架构、工作机制，探索

创新实践所联实践站，带头做标杆；实践

站联党员，带头当模范；党员联群众，带头

当先锋“三联三带”实践网络。

萨尔乡织紧织密新时代文明实践圈，

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百姓讲堂、

交通劝导站、民族团结一条街、志愿者之

家、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党员警示教育

室、微型消防站、健身活动室、全民健身广

场、便民服务大厅、“石榴籽驿站”等阵地，

建成集学习培训、专题讲座、文化普及、休

闲娱乐、便民服务于 一体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10 处，有序推进“阵地共建、活

动共联、队伍共育”文明实践综合体建设；

立足紧邻国道的交通优势，将打造“石榴

籽驿站”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所

（站）结合起来，为过往游客和群众提供 15

类 25项公益服务项目，真正把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打造成“温暖家”。

近两年来，萨尔乡借助各类文明实

践阵地，累计开展普法教育、移风易俗、

科学理论、党的政策、主流价值、文化生

活等实践活动 600 余场次，讴歌新时代，

弘扬正能量。

聚焦群众所需 解决实际问题

在萨尔乡，处处都能感受到文明的气

息与温度——

拉康村开展边境民俗文化展览，举办

谐钦等传统技艺培训班，邀请老一辈村民

讲述边境的历史故事，让年轻一代更好地

了解家乡文化。

强布村志愿服务队自掏腰包为群众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10余件，进一步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

扎西岗村的“五心聚力”工作法，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桥梁纽带，搭建村民

议事平台，鼓励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效果

显著。

萨尔乡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效

果导向，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互联互动，不断激发蕴藏在

基层干部群众中的活力。

纵向多点发力，构筑实践脉络。建立

覆盖全乡、纵横联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网

络，每村成立“村规民约执行委员会”、“树

新风理事会”，广泛开展乡风评议等移风

易俗活动，有效打通教育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积分制成为

基层治理的有效抓手。

横向部门联动，推进重点工作。依

托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阵 地 ，联 合 党 委 、纪

委 、边 境 派 出 所 创 新 开 展“ 三 到 位 三 公

开”即形势宣讲到位、政策宣讲到位、法

纪宣讲到位，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

公开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村居“望”民

情、倾听建议“闻”呼声、根据需要“问”计

策 、把 准 脉 搏“ 切 ”症 结 ，累 计 走 访 群 众

3000 余人次，服务时长 2000 多小时，解决

实际困难 400 余件。

创新志愿服务 培育文明乡风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萨尔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充分考

虑乡情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基础上，坚持

把志愿者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

主体力量，推行“所（站）+志愿者+群众”

实践模式，多措并举做好“结合文章”，有

效推进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

志愿服务与宣传宣讲工作结合。围

绕爱国守边、民族团结、道德模范、榜样

人 物 的 先 进 事 迹 等 内 容 组 建 红 色 宣 讲

志 愿 服 务 队 ，用 朴 实 的 语 言 ，把 培 育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与 农 牧 民 群 众

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进村入户广

泛 开 展 宣 讲 活 动 ，让 红 色 教 育“ 飞 入 寻

常百姓家”。

志愿服务与关心关爱工作结合。充

分利用志愿服务的有效载体，进一步深化

“关爱空巢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外

出务工人员+关爱残疾人员+关爱困难妇

女”“五大关爱”工程，让正能量在辖区内

广泛传播，形成良好风尚。

志愿服务与平安建设工作结合。聚

焦群众需求，促进协同发力，探索建立“一

张网、一幅图、一个队、一个点、一间室”的

管理体系，建立重点领域红橙黄蓝“四色”

分级分类预警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国家

安全、法律法规、民宗政策、道路交通等宣

讲教育活动。

志愿服务与移风易俗工作结合。开

展“五个一”系列活动，弘扬家庭美德，营

造文明新风。开设“一堂课”，坚持宣讲德

孝、家风家训百姓大讲堂；摆满“一屋书”，

常年开放农家书屋，更新思想观念、提升

农牧民素质；选出“一朵花”，评选五星户、

五星村，好婆婆好儿媳，最美家庭、美丽庭

院等；唱响“一台戏”，丰富农牧民文化生

活，文艺队、红色歌曲队、广场舞队演出农

牧区新气象；成立“一资金”，设立奖优救

困专项资金 10万元，对全乡涌现出的道德

模范家庭、民族团结示范户、好婆婆（好儿

媳）、卫生文明庭院等进行表彰鼓励。

萨尔乡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聚焦

群众所需，深化“七彩文明、魅力萨尔”文

明实践，持续拓展服务领域，让新时代文

明实践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

珠）在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中，区党

委办公厅驻江孜县年堆乡懂布村

工作队始终秉承“群众事无小事”

的工作思路，在基层一线真蹲实

驻、真帮实促、真抓实干，实实在

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自驻村以来，驻村工作队围

绕 驻 村“ 五 项 重 点 任 务 ”，坚 持

党 建 统 领 ，立 足 村 情 村 况 ，摸 透

实 情 、精 准 帮 扶 、服 务 群 众 ，为

懂 布 村 发 展 出 点 子 、强 产 业 、惠

民 生 、办 实 事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新 时 代 驻 村 干 部 的 责 任 与 担

当 。 同 时 ，为 群 众 排 忧 解 难 ，懂

布 村 第 十 三 批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充 分 发 挥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为 民 办

实 事 经 费 效 能 ，与 村“ 两 委 ”充

分 研 究 讨 论 ，明 确 了 2024 年 驻

村第一书记协助解决的事项，为

本 村 常 住 户 每 户 发 放 灭 火 器 1

个、编织袋 150 个。

此外，为切实保障村民用药

安全，驻村工作队联合村（居）医

务工作人员开展医务室药品安全

专项检查，重点查看医务室设备、

仓储等使用运行情况，逐一核对

各 类 药 品 的 生 产 日 期 和 保 质 期

限，并要求村医切实履行岗位职

责，严格遵守药品安全规定，严把

质量安全关，确保所有药品来源

合法、质量可靠。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近年来，日喀

则市谢通门县纪委监委在完成县级纪检监察体

制改革的基础上，按照一体推进思路，制定出台

《关于建立“乡（镇）纪委+N 村”监督联动机制的

实施方案》，健全基层监督体系，统筹用好县乡村

监督力量，探索“县统筹抓乡促村”工作机制，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为充分完善职能职责，谢通门县研究制定

《谢通门县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主动扛

起责任，靠前谋划、精准部署，有序推动机构设置

相关工作，设立综合室（案件审理室）、纪检监察

室等 5 个内设机构，已完成办公场所更名挂牌、办

公设施设备配备到位、工作职责调整上墙、人员

配备到岗到位。组织召开反腐败工作协调小组

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建立法治督察与纪检监察

监督加强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谢通门县

纪委监委机关与县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加强协作配合工作办法（试行）》，推动纪检监

察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形成合力。按照

《关于开展地市级纪检监察机构监察官等级首次

确定工作的通知》（藏纪办发〔2023〕3 号）要求，统

筹谋划、压实责任，有序推进县乡纪检监察机构

监察官等级首次确定工作，完成谢通门县首次确

定等级的 37名监察官进行宪法宣誓。

为优化片区协作，强化监督职能，谢通门县

研究制定《谢通门县关于建立纪检监察工作协作

片区机制的实施方案》，并召开协作片区成立大

会，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着力破解基层监督力

量不足、监督力量分散、熟人社会监督难等实际

问题，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协作片区有力有序运

行。研究制定下发《谢通门县纪委监委开展廉情

抄告回告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进一步推动

“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

责任”及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之间的相互协同、

有机衔接、联合联动，扎实构建知责、履责、督责、

述责、问责的“责任闭环”体系。2023 年以来，围

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各级决策部署，共开展 3 轮

片区协作监督检查，发现 11类 180余条问题，下发

监督检查专报 2 期，下发“廉情抄告单”40 余份，要

求相关单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好第

一责任人职责，深入查摆问题发生的原因，认真对照问题做好整改。

为充分发挥基层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谢通门县积极探索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的有效做法，不断健全完善基层

监督体系，建立“乡（镇）纪委+N 村”监督联动机制，以乡（镇）纪检监察力

量为主、村务监督委员会力量为辅，聚焦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建立监督清单，开展点题监督，推动基层监督清单化、项目化。机制建

立以来，各乡镇纪委统筹协调辖区村务监督委员会，围绕村集体资产、资

源使用情况、发展情况及发挥效益情况进行重点监督，着力纠治发展运

行不规范、发挥效益不明显等问题。乡镇纪委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开展培训 26 次，联合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展监督 74 次，发现问题 135 个，推

动解决问题 131 个，进一步推动基层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努

力破解基层监督资源分散、人员力量薄弱等难题，切实把群众的问题解

决在家门口。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

珠）顺利通过现场评审等考核后，

近日，日喀则市农牧业科学研究

推 广 中 心 综 合 实 验 室 取 得 CMA

资质认定证书，成为我区唯一一

家具备资质的市地级农畜产品品

质检测实验室。

CMA 资质认定是经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实验室

的计量检定、测试能力和可靠性

考核合格后进行的实验室资质认

定，旨在确保实验室测试结果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获得 CMA 资

质认定，标志着日喀则市农牧业

科学研究推广中心综合实验室具

备面向社会开展检验检测活动的

资质，有助于提升日喀则市农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服 务 能 力 与 水

平，对于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日喀则市农牧业科学

研究推广中心综合实验室已认证

承检参数共 40 项，涵盖脂肪、蛋白

质、粗纤维、淀粉等农产品营养品

质项目 18 个；水分、总糖含量、饲

料钙等畜产品品质项目 7 个；土壤

容重、全氮、全磷、全钾、有机质等

土壤营养元素参数 15个。

据介绍，日喀则市农牧业科

学 研 究 推 广 中 心 锚 定 农 牧 业 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聚焦农牧

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导向，整合资

源、搭建平台、组建团队、引育人

才，以农畜产品品质和土壤营养

元素检测为主要职能，组建综合

实 验 室 ，建 立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强

化检测能力提升，促进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

日喀则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推

广中心综合实验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 求 ，认 真 执 行“ 科 学 、准 确 、高

效、服务”的质量方针，持续发力、

苦练内功、建强队伍，为日喀则市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业科技

创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出门都要走

个把小时才能到医院，自从搬迁到色

雄以后，出门就有学校、医院，公共设

施一应俱全，比老家方便多了。”南木

林县多角乡色雄村村民达次说，告别

了 山 坳 坳 里 的 老 房 子 ，住 进 了 新 楼

房 ，作 为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项 目 的 受 益

者，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走进色雄村，一排排崭新的房屋

错落有致，村庄道路平坦且宽阔，休

闲广场上，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着太

阳，唠着家常；现代化的学校里，不时

传来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和欢快的

笑声；便民服务中心内，村民便捷地

办理着各种事务；就业车间内，机器

的轰鸣声交织着村民劳作时的交流

声，处处是一派繁忙场景。

“在农忙时可以忙农活，农闲时

在合作社工作，还能收到每月 4000 元

的稳定收入，在这干得可高兴了。”普

布仓决是南木林县色雄雅儿培藏式

传 统 纺 织 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员

工。过去，在老家以务农为生，收入

低、农活重，家庭经济压力大；搬迁到

色 雄 村 后 ，普 布 仓 决 就 在 家 门 口 上

班，挣钱、顾家两不误，日子是越过越

甜蜜了。

搬新居更要谋新生，南木林县多

角乡色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仁增旺

姆说：“在‘搬得出’的基础上，南木林

县持续引进和建设村集体产业，促进

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让搬

迁户实现‘楼上住新家、楼下进工厂’

的新生活方式，提高了搬迁群众的幸

福指数。”

近年来，南木林县扎实抓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让越来越多

的群众告别艰苦环境，通过集聚各类

政策、资金，不断完善基层党建、经济

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解决居民

就业问题，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群众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让搬

迁群众开启从“搬得出”到“过得好”

的幸福新生活。

入冬以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农

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精心设置培训

课程，大力开展送“技”上门活动，就

近 就 地 传 授 技 能 ，让“ 闲 冬 ”变“ 忙

冬”，助推农牧民群众稳岗就业，促进

增收致富。

图为蔬菜种植培训班上，学员交

流种植心得。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摄

图为萨尔乡开展“志愿红”播种“爱心菜”活动。 图为萨尔乡开展“助农秋收”志愿活动。

送“技”上门

“闲冬”变“冬忙”

图为南木林县多角乡中心小学内学生们在进行户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