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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包括
西藏察隅县竹瓦根镇扎拉村在内的15个
微博，看看网友评论，并督促博主们及时将
村里的新鲜事上传微博。

这个微博是西藏自治区首个通过加V
认证的村级微博。如今，这个位于林芝地区
的边境小村吸引了3200多名“粉丝”关注。

我认识西藏察隅县竹瓦根镇扎拉村博
主、大学生村官王睿智，也是从关注他的微
博开始的。2011年，从中南大学毕业的王
睿智来到扎拉村任职，读大学时就是“微博
控”的他，便想到用微博平台宣传察隅。

王睿智的微博开通不久，我偶然从网
上看到了，不禁拍手叫好。从此，我一直关
注着他。有一天，我发私信给王睿智，“希望
能在全县推广村级微博。”他很惊讶，经过
沟通才得知发信息的原来是我。

虽然路不通，但信息一定要通。位于滇
藏交界处的察隅县地理位置偏僻、交通状
况差，每逢大雪封山，部分村民大半年时
间都无法外出，而时效性极强的微博成为
察隅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好平台。为了协助
微博建设，我带领广东省第六批援藏工作
队为县政府、中小学和3座村庄接入了光纤
网络。

截至目前，察隅县公路沿线的15个行
政村都已开通微博，并在逐步申请加V认
证。大学生村官成为村级微博的首批管理
者。我们还及时出台微博管理办法，要求每
个村级微博每月至少发布10条图文并茂的
原创微博，对内容好的微博还给予奖励。

察隅县的村级微博已成为对外交流的
平台，一方面向外推介察隅县的桃花、雪峰
等自然风光，反映村里面临的自然灾害等
困难；另一方面，通过网络获取外界信息，
及时向村民传递。藏区“四大神山”之一的
梅里雪山就位于察隅县境内，每年游客甚
众。微博开通后，网友们纷纷通过微博了解
当地路况及天气，询问旅程事宜。

在察隅县，村级微博也成为各村交流
工作经验的主要平台，大大减轻了地理距
离带来的交流不便。比如，上察隅镇的米古
村想推介村民自己酿制的隅曲藏白酒，扎
拉村便帮忙转发宣传；察隅县遭受泥石流
灾害，各个村子便及时发布了泥石流状况
的信息，提醒大家注意⋯⋯

图文并茂的微博让我们迅速直接地了
解到各村的工作情况。我和其他工作人员
也常通过微博上的私信和评论功能进行交
流，效果非常好。察隅老百姓懂微博的还
不太多，未来我们要让大学生村官专门
教村民使用微博，让他们可以通过微博
平台及时了解政策、反映问题。

（本报记者 夏先清整理）

让村级微博派上更大用场
广东省援藏干部、西藏察隅县委副书记 倪 勇

每天中午12点，是拉萨市第一小学放
学的时间。赛康便民警务站的干警们暂且
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路口站起了“护
学岗”，帮助小学生们安全过马路。

12 点 35 分，一年级学生扎央来到马
路边上，正准备闯红灯过马路，被警察叔
叔发现了。警察叔叔过来牵着她的手说，

“小朋友，别着急，红灯亮着呢！”扎央只得
乖乖地站在路边等待，还冲干警伸了伸舌
头，有点难为情。说话间，绿灯亮了，干警
拉着小扎央的手把她送到了马路对面。

“学校旁边就是交通要道，车流量大，

我们建站之初就成立了‘护学岗’，每天
早、中、晚安排警力护送小学生们安全过
马路。”警务站站长扎西多吉介绍说。除了
成立“护学岗”，便民警务站还和拉萨市一
小开展了“手拉手共建”活动，定期为小学
生进行法律宣传和辅导，培养孩子们的安
全防范意识。

为了方便孩子们学习，赛康便民警务
站还设置了“便民书窗”，配备了适合孩子
们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正因为有这些细
致入微的便民服务，赛康便民警务站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雷锋警务站”。

拉萨有个“雷锋警务站”
本报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3月8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向媒体
开放，会议吸引了众多中外记者到场采访。

“2012 年 ， 西 藏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11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32 亿元，西
藏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 30 亿美元，招商
引资 389.21 亿元⋯⋯”全国人大代表、
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用一组数据展示
西藏发展的成果、丰富的资源、良好的投
资环境，以及全新的对外开放形象。

随着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开通条件日

趋成熟，西藏有望进一步扩大开放，承接
中东西部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外向发展的
新高地。“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西藏也
可以撑起全国经济的一片天，但前提是要
创新实干。”洛桑江村代表表示，今后，
西藏首先要加强区域性合作与交流，加快
融入内地经济大循环，逐步提升在全国经
济发展布局与产业分工中的战略地位；第
二，要积极推进南亚贸易陆路大通道建
设，加大边贸市场、出口基地基础设施建
设和改造力度，加快发展边境贸易，着重

提高自产产品出口能力；第三，要努力把
西藏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日喀则地区行署
副专员旺堆建议，将日喀则地区打造成

“世界青稞之乡”。2012 年，有“西藏粮
仓”之称的日喀则地区，128.9万亩青稞田
总产量达 38.7万吨，占到了全区粮食总产
量的40%。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
英杰说，在加快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同时，西藏正着力优化软环

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度下放审批
权限，简化审批程序。今年，西藏各有关
部门的审批事项拟减少 50%，最大限度
地下放权力，打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吸引
国内外客商来西藏投资兴业。

“社科院发布的 2012 公共服务蓝皮
书显示，拉萨市市民安全感最高。欢迎大
家来拉萨！”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洛桑旦巴发出邀请，“我给大
家当导游！”

话音未落，现场响起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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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西藏加快发展

路径——

培育内生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前不久，我实地考察了拉 （萨） 林 （芝） 铁路路线
走廊。这在林芝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对推进西藏世界
旅游目的地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林
芝地区行署副专员红卫在接受采访时说。

按照“提升一产、壮大二产、做强三产”的要求，西
藏将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旅游业、藏医药、民族手
工业、特色农牧业、绿色食 （饮） 品等产业在雪域高原悄
然崛起。

截至目前，西藏有 1982 家特色产业企业，注册资本
220.93 亿元，注册资本上亿元的企业达到 254 家。“世界
以新的姿态认识西藏，西藏同样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
席阿沛·晋源拿出一组数据：去年西藏外贸进出口总值同
比增长 152.02％，增幅居全国第一⋯⋯

“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主要得益于西藏特色优势产
业和民族手工业等的快速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西藏在产业结构上高原特色鲜明，
还拥有南亚大通道这样不可多得的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具
备坚实的基础。

“当然，由于区位原因，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对进一步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造成一定影响。”全国人
大代表、西藏阿里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平措说，阿里
拥有神山、圣湖、古格王朝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仅
靠小水电、光伏电、柴油机发电，电力供应尚无法完全得
到保证。平措代表建议，可从 700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
民丰县引入电源，实现阿里电网与新疆电网联网。

“未来开放合作，对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要
求更高。”红卫代表表示赞成。

“从长远看，西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难以持续，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国人大代
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玛
赤林说，西藏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小、层次低，需要下大力
气扶持培育；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状况依
然存在，需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农牧民持续增收的难度
大，需要千方百计拓展增收渠道⋯⋯

“为此，要以扩大投资消费需求、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促进城乡一体化为重点，加快西藏形成新的经济发展
方式，推动西藏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地发展。”白玛赤林代表说。

3 月 8 日，全

国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

这是两位来自西

藏的女委员步入

人民大会堂。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