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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 近年来，曲水县高
度重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坚持党
建引领、聚焦“拉萨市后花园”功能定
位，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全面
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
作为“强党建”行动的有力抓手，多途
径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持续为乡村
振兴“造血”赋能。

查——深入调查研究，摸
清家底，实现“把脉问诊”

曲水县委主要领导多次深入全
县20个村了解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摸清各村资源禀赋、潜在优势、产业
现状和集体经济家底。截至2022年
底，全县共有111项集体资产，实现村
集体经济收入1845.83万元。其中，净
收入500至100万元的村7个，100至
50万元的村6个，50至30万元的村3
个，30至10万元的村4个，账面资金
共计1.26亿元。同时，各村充分利用
耕地、林地、建设用地等资源，通过出
租（转包）、入股等方式获得收益，2021
年通过土地流转、建设用地出租、征
地补偿等获得收入1616.46万元，占
集体经济收入的44.7%，为集体经济
多元化发展积累坚实资本金。

物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全县
20 个村 2022 年物业收入稳定在
558.69万元。积极推行“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农户”生产托管模式，
解放劳动力，大幅提升劳作效率。截
至目前，全县各类农机具资产达170
套，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 25 台，
75%的村可以为农户提供作业环节
生产性服务。

引——强化组织引领，理
清思路，扫清“病灶毒瘤”

曲水县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
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
的统筹协调、政策指导、推动落实和
监督检查。截至目前，县委书记主持
召开工作推进会6次，组织部组织召
开工作推进会8次。拟定《曲水县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施方
案》，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管
理、监督机制，制定《曲水县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量化管理表》，按
月统计汇总实现底数清、情况明。县
直相关单位积极支持配合打通政策
堵点难点，解决帮扶项目资产移交、
土地纠纷、撂荒地等历史遗留问题，
梳理自然资源局等单位需解决问题
19项，提出意见建议30条，涉及土地
11684亩，推动解决2项，正在推动
解决14项。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凝聚下沉干部、驻村工作队、各类专

干等力量，深入分析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的优势和劣势，拟订集体经济发
展规划，实现村级发展方向明、目
标清。

育——突出人才领航，苦
练内功，实现“强筋健骨”

突出党组织书记以及村干部头
雁引领。曲水县积极探索村集体经
济发展与村干部报酬双向挂钩机制，
广泛征集意见建议20条，形成《曲水
县激励村组干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补贴实施办法》，树立“多干多得、
少干少得”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激发
村干部投身村集体经济发展积极性。

实施党员致富带头人培育工
程。以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外出
务工返乡人员为重点培养对象，与农
业产业项目相结合，着重开展本县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训，努力提高基层
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的本领。截至目前，开展培训 5场
次，涉及300余人次。充分发挥村党
组织核心作用，积极推广“党组织+
企业+合作社”发展模式，鼓励企业、
合作社负责人发挥信息、技术、资金
等优势，引导村民以土地、资金、劳动
力等多种形式入股，创建以党员为骨
干的示范项目，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
体，走共同富裕之路。

造——打造特色品牌，对症
下药，实现“精准开方”

发展现代种植业。曲水县南木乡
引进曲水净植茂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龙头企业，建成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试验示范基地，全力打造生产、加工、储
藏、流通于一体的现代化蔬菜产业体
系。目前基地有1700亩温室，种植蔬
菜 40余种，转移劳动力 100 余人，通
过土地流转受益农户200余户。发展
现代养殖业。曲水县茶巴拉乡围绕奶
业产业化发展，采取“党组织+净土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建立适宜高
原发展的规模化养殖场，引导由小生
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
健全乳制品加工生产、产品储运、营销
产业链。发展新型旅游业。依托现代
农业发展、曲水特色文化、生态资源
禀赋等特色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俊巴
渔村皮划艇、露营、垂钓，镜中协荣、
茶巴拉露营基地、才纳乡体验式采
摘、南木村徒步旅游等特色旅游新业
态新场景，全力打造“拉萨市后花
园”1 小时旅游圈。发展劳务经济。
才纳园区鼓励通过“村集体经济+劳
务公司（劳务合作社）”模式，建立各
村劳动力数据库，为附近园区企业、农
业基地、项目工地输送劳动力、提供
机械。

在“查、引、育、造”上下功夫

曲水县壮大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造血”赋能 从市区出发，驱车50多公里，记者来到墨竹工卡县
平安小区，见到了前不久成功入选第一届全区“书香之
家”的顿珠一家。

顿珠身着氆氇外套，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为人随
和、谦逊，举手投足彰显着读书人的精神风范。阳光
下，他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表明了来意后，顿珠带记
者参观了他的书房。顿珠家中有8000多册藏书，一进
门就能看到书架上整齐地摆满着各类书籍，在书房的
各个角落里都摆满书籍，俨然一座小图书馆。

顿珠是一名教师，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喜欢看书，
成为教师后，更是爱书如命。“小时候爸爸说读书才能
改变自己的人生，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喜
欢看书，不看书反而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顿珠说。

读书，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习惯，是一个孩子最好
的教育。当家长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才能让阅读真正
走进孩子心灵深处。顿珠时刻提醒家庭成员要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一有空闲，一家四口与书为伴、在
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读书成了顿珠一家必修课，家
里总是弥漫着浓浓的书香气息。平时，还会有亲朋好
友、左邻右舍来他家借书、看书，并时常坐在一起看
书、交流。

“老公非常喜欢看书，只要有时间就会看书，孩子
也在老公的影响下，喜欢上了看书。因为我文化水平
不高，刚开始没有那么喜欢读书，现在在老公的影响下，
阅读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顿珠的爱人强巴曲珍笑
着说。

顿珠家中有8000余册书籍，购买书籍是一大笔开
销。“每个月买书需要花费700元左右，有时不止700
元。我买书的时候都不会心疼钱，看到好书，就会买
下来。买书不是为了摆着好看，我会去仔细阅读，有
时碰到内容不错的书，我反反复复去看。”顿珠说。

正因长期受书香的浸润，顿珠的教学反思、教育
随笔时常在《西藏教育》《拉萨晚报》等刊物上发表。
因独到的见解，2012年顿珠应邀出席了青海民族研究
会组织的“小学课文及教学方法”研讨会并发言；作为
拉萨市作协会员，他先后出版了《顿珠诗歌集》《顿珠作品集》；在喜马拉雅在线、
中小学藏语文资源-咖咔在线教育、天边窗口等微信公众号上经常发表文章，并
于2020年注册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塔青窝藏文作文”。

顿珠说：“我之前在其他微信公众号上发表过很多作品，看的人也很多，但
是有时候投稿的人太多、平台有限，我的有些作品发表不了。后来在朋友的指
点下，我创建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读书，能够获取知识，我
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分享给读者，希望能够帮助到广大的读者朋友。”

两年来，“塔青窝藏文作文”公众号共发表千余篇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民
族习俗、歌颂新生活、教育心得等传递正能量的诗歌、散文、记事、传记、介绍
等。其中，有些点击率和转发量达万余次。顿珠高兴地说：“平时看到有人转
发点赞自己的文章，我很欣慰。有人告诉我通过作品，他们学到了如何去教育
小孩，有人鼓励我继续发表作品，希望可以一直坚持写下去。这让我非常感
动，通过读书能够让生活充满希望，也让我充满了动力。”

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却能拓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从小到大，终
身学习的意识深深地刻在了顿珠的心里，在日常生活中，顿珠自己带头学习，通
过自己的举动，改变了身边更多的人。“对于一个人来说，看书非常重要，看书不
仅能提高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能够体验社会百态。”顿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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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旦增拉珍）近
年来，全民健身活动如火如荼，南山
公园成为户外健身热门打卡点。
那么，除了南山公园，拉萨市还有
哪些适合普通市民便捷性登山或者
开展户外运动的健身场地呢？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第二十届中
国西藏登山大会发布会上获悉，近
年来，我市积极推动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合理布局体育产业规划，
体育产业以及户外运动发展初见
成效，先后建成了南山公园、羊八
井廓琼岗日、尼木琼穆岗嘎、曲水
五峰山，以及柳梧新区登山步道、
夺底沟登山步道共6条登山步道。
其中，夺底沟登山步道凭借天然的

沟域资源和自然岩体，还有 1个攀岩
项目。

除此之外，正在建设中的纪念碑
健走步道、达孜白纳沟健走步道项目
即将完工，堆龙德庆区骑行道也将成
为大家的骑行首选目的地。以上这些
户外项目有6个在市区，3个在热门景
区，非常适合、方便市民游客自发开展
户外健身运动，可以基本满足群众对
户外运动的需求。

同时，也向市民群众呼吁，参加户
外登山运动具有高风险性，切忌盲目
攀登、冒险攀登，要提前了解地形，及
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行前计划、掌
握户外基础知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愉快进行户外运动。

拉萨新增多处户外运动场地

拉萨融媒讯（记者大索朗曲珍）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第32个全国税
收宣传月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自治
区税务局持续优化民营企业税费
服务，持续开展“税直达”行为洞
察，根据纳税人缴费人的办税行为
习惯和办税诉求，围绕申报提示进
行提醒，不断优化办税服务措施，
助力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自治区
税务局进一步改善纳税人缴费人
的服务体验，联合自治区工商联持

续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配合
市场监管局、发改委等部门开展中
小企业服务月、个体工商户服务月
以及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
各类专项活动，持续营造有利于民
营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

“自治区税务局紧紧依托办税
服务厅、银行网点、税企微信群等
渠道和方式，对‘银税互动’活动进
行全方位宣传，不断扩大‘银税互
动’的知晓度。2023 年一季度，共
办理‘银税互动’380 笔，累计发放
贷 款 36805.8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53.4%，充分发挥纳税信用在普惠
金融中的积极作用，安全、高效地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
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主任昌
斌说。

在此基础上，自治区税务局在
尊重企业意愿的前提下，持续运用

“全国纳税人供应链查询”功能，积
极为民营企业牵线搭桥，助力企业
升级转型、扩大生产。同时，各级
税务部门主动上门、靠前服务，为
民营企业及时送去税费政策“大礼

包 ”，让 税 费 政 策 红 利 更 好 直 达
快享。

昌斌介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
一工作部署，自治区税务局逐步推广
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探索创
新“感知式”税费服务，以升级“智动
算税”的申报方式为主线，全面改进
办税缴费方式，接续推出便民办税缴
费举措，不断拓展“非接触式”“不见
面”办税缴费服务，扩大全国、全区通
办 事 项 范 围 ，推 进 智 能 化 征 纳 互
动，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到精细化、智
能化、个性化服务的突破。

我区优化民营企业税费服务 助力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拉萨融媒讯（记者格桑卓嘎）近
日，西藏自治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开展 2023 年“西藏福彩双色球·汽
车手机大派送”促销活动。

活动共进行 4 轮抽奖，派奖时
间为 4 月 24 日、5 月 1 日、5 月 8

日、5 月 15 日。一等奖 4 名，奖品为
价值 15 万元的汽车；二等奖 20 名，
奖品为价值 5000 元的手机；三等奖
40 名，奖品为价值 2000 元的电动自
行车；四等奖 200名，奖品为价值200
元的加油卡。

西 藏 福 彩 回 馈 彩 民

拉萨融媒讯（记者杨璐）为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生态文明意
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着力创
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上当好排头
兵，近日，达孜区组织400余名干部
群众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以实
际行动为美丽达孜增绿添彩。

活动现场，经过前期准备工作，
一个个树坑已经挖好，旁边整齐地

摆放着树苗。广大干部群众干劲
十足，热情高涨，纷纷佩戴帽子、口
罩，手拿工具，三五人一组，分工合
作，扶树正苗、培土浇水，每道工序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处处呈现出热
火朝天的劳动场景。

在大家的团结协作下，经过一
上午的劳动，新栽植的3500株苗木
迎风挺立，传递着春的气息与活
力，使达孜更显生机盎然和朝气

蓬勃。
通过植树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达孜区广大干部群众植树造林和
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强化了保护生
态平衡和绿化家园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增强了干部群众凝聚力，为
推进生态、宜居的“美丽达孜”建设
贡献了力量。

达孜区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局
长张浩介绍，近年来，达孜区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积极倡导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
风尚，每年植树节前后，组织干部职
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同厚植绿
色，播种希望。截至目前，栽种面积
达40亩，品种有云杉、油松，规格在1
米 5 至 2 米左右。下一步，达孜区将
加大后期绿植养护工作，持续提升生
态环境，为建设绿色达孜、生态达孜
奠定基础，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达孜区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为美丽达孜增绿添彩

拉萨融媒讯（记者满文妍）“五
一”长假第一天，达娃央金新书发布
会暨作品研讨会在拉萨举行。

发布会上，作家达娃央金分享
了书本创作背后的精彩故事；就有
关书集创作方面的问题与读者进行
交流。“《敲开那扇门》这本书里面收
录了17篇短篇小说，这些故事既荒
诞不经，又合情合理；既坚毅残酷，

又模糊柔软，值得读者细细地去品
读。”达娃央金说。

短篇小说集《敲开那扇门》呈
现的是达娃央金在拒绝更多的喧
嚣后用汗水灌溉的结晶。作品最
突出的特色是精悍，但不缺乏生
动的细节，这让作品增色不少。
作品也对女性群体的生存给予了
极大关注，展现了女性作者特有

的气质，同时，小说中的无常情节
充分展现了人性的成色。

达娃央金，出生于西藏山南，藏
族，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系
西藏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八届“西
藏新世纪文学奖”。短篇小说集《敲
开那扇门》收录了她近十年来的创作
的17篇短篇小说。其中，大多数发
表在《西藏文学》，用文字讲述了传统

西藏的人文故事和时代阵痛。“这本书
不够完美，我还需要不断学习。我想用
这本书来说明，文学之旅是纯净的，也
是我对热爱生活的美丽表达和回馈家
乡的最好形式。”达娃央金说。

发布会由西藏作家协会、《西藏文
学》编辑部和雪域书香共同举办，我区
著名作家次仁罗布以及来自各行各业
的读者、文学爱好者100余人参加。

达娃央金短篇小说集《敲开那扇门》发布会举行

驾乘电动自行车正确佩戴头
盔，能够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
伤亡风险，对保护生命安全具有
重要作用。连日来，拉萨交警持
续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
头盔行为严查、严管、严处。

图为交警在嘎玛贡桑路口设
立临时检查点，严查交通违法行
为。 拉萨融媒记者 齐永昌摄

安全
从“头”开始

拉萨融媒讯（记者余洋洋）5月3
日，西藏大学2023年度“五四”表彰大
会在纳金校区学术报告厅举行。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西藏大学
2022年度共青团先进集体和个人的
决定》；为2022年度校级、自治区级、
国家级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

过去一年，西藏大学持续开展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读书分享
会，“喜迎党的二十大、永远跟党
走、奋进新征程”主题团日活动覆
盖全校 50 多个学生组织（社团）、
300 多个团支部和 8000 多名共青
团员；2022 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培训班覆盖全校 110 名

学生骨干，各族青年在打牢专业基础
知识的同时，主动参与“第二课堂”实
践，成为学校科学研究、科研攻关的
有生力量；在“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
学科竞赛中检验所学知识，在“三下
乡”“七彩假期”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增长
见识才干。

2022年，西藏大学新增13个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科研经费达
1.4亿元、实现年度翻倍；文理学科科研
成果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生态学一流学
科建设实现多点突破；校团委入选“全
国五四红旗团委”，学校入选“自治区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学校”。

西藏大学召开2023年度
“ 五 四 ”表 彰 大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