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干部沉下身子到基层。图为挂钩德钦县江坡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一同劳
动，交流感情，拉近干群关系。 （江初 摄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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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德 钦 县 委 员 会
德 钦 县 人 民 政 府

协 办

新闻德钦

本报讯 （记者 江初） 2016年，为进一步抓好基
层打好基础，德钦县在全面分析总结梳理全县基层党
建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全省基层党建推进年的总
体要求，提出了“六抓六强六提升”工作举措，深入推
进“三村七进一行动”工程，推进基层党建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进一步强化了“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
所议事、有章理事”四项保障机制。

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班子。结合2016年县、乡、
村三级换届工作，县委坚持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作为基层党建的核心工作来抓，按照“信念坚
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
期好干部标准来识别、培育、选拔干部。配备了县委
委员35名、候补委员6名，其中县委领导班子13名；配
全配齐乡镇党委11个领导职数，全县8个乡（镇）党委
共选举产生党委委员88名，其中妇女干部20人，35岁
以下34人，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86人，三类人
员进党委班子14人，均达到省委要求。全县46个行
政村（社区）共推选产生党总支委员273名，其中，46名
总支书记中正科级4名、副科级13名、科级以下公务
员 23 名、事业单位人员 6 名。加强基层纪检组织建
设，共推选40名乡镇纪委委员、138名村务监督委员会
委员，强化村级治理整顿工作。

结合精准扶贫工作，该县选派第一书记46名，选
聘大学生村官38名。大学生村官当选村总支副书记
10名，村干部结构逐步优化。

该县充分利用上海嘉定区、昆明五华区等对口帮
扶机遇，采取挂职锻炼、专题培训、实地考察等方式，加
强干部素质培训，去年共选派13名干部到县外挂职，
省、州两级机关21名干部到德钦21个部门挂职，共开

展2期176人次村干部培训，完成上级调训16期27人
次，组织50人到上海嘉定区参加新农村建设主题培训。

落实经费保障。每年安排每个乡镇党委3万元、
社区10万元、机关工委和两委工委10万元、村党总支
4万元、村民小组党支部2000元的党建工作经费，平均
每个建制村的党建运转经费达5.9万元。实行村干部
岗位补贴增效机制，每月补贴标准为村主任2200元、
总支副书记1900元、村委会副主任1800元，社区主任
2400元、总支副书记和副主任2000元，“村民小组支部
书记和小组长一肩挑”150元。落实农村党员人均每
年50元的培训经费；在落实大学生村官每月岗位补贴
3200元的基础上，对养老保险缴纳给予全额补助，每
月达 800 元。2016 年，县级财政预算的党建经费达
2569.56万元。

强化服务功能。紧紧围绕“六服务”的基层党建
工作思路，结合基层党建和扶贫开发整乡“双推进”工
作，全力培育和发展以“股份合作经济”形式的集体经
济，力争一村一品、一村一个集体经济。县级财政每
年安排300万元的股份合作经济专项扶持资金，目前
已在11个村（社区）开展股份合作经济试点工作，发放

“基层党员带领群众创业致富贷款”800万元。大力开
展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处置不合格党员、党组织换
届、党费收缴、发展党员、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三
会一课”制度等5项基础工作集中整治，并使之作为一
项常态化长效化工作长抓不懈。充分利用好为民综
合服务平台，在建立县、乡、村52个综合服务平台站点
的基础上，投入8万元为新增设的4个行政村建设服
务平台，投入6万多元用于平台维护，形成了县有政务
中心、乡有便民服务中心、村有服务站点、组有民事代

办点的为民服务体系。全县475个村民小组中，共建
立党支部426个，占村民小组数的89.68%，实现了党的
组织和党的工作在机关、农村、社区、两新、事业、企业
全覆盖。扩大两类组织的党组织和党建工作覆盖面，
全面列入党建基数的非公经济企业数94家、社会组织
16家，其中非公经济企业党组织组建77家，非公经济
党组织覆盖率达82%；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15家，社
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93%。

强化阵地建设，进一步加强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
的“建管用”，从2015年起县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
活动场所建设资金。截至目前，全县426个农村党支
部中已建活动场所 262 个，累计投入资金 3981.9 万
元。2016年结合德钦县精准扶贫“双推进”建设工作，
全县共新建7个党总支活动场所、62个村民小组党支
部活动场所，装修9个党支部活动室及22个公厕、6个
篮球场，共投入资金近1800万元。新建的活动场所按
照活动室+厨房+卫生间+操场来统一规划，让其真正
成为为民服务站，构建群众议事决策中心、矛盾纠纷
调处中心、红白理事办理中心、文体娱乐活动中心、农
特产品推介中心，发挥好“一站五中心”阵地作用。

强化制度保障。认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坚持制度建党，出台了《德钦县村级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规定》，提出了“八个不准”，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制定了《德钦县村（社区）党总支书记管理办法》，加强
村党总支书记的管理、教育、培训、考评等工作，从13
个方面对总支书记进行日常考核。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推广实施党员积分制
管理、党员固定活动日和党费日制度，全面落实“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加强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工作。

德钦多措并举强化基层党建

作为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之一的藏医学，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医疗实
践经验，是藏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伟大遗产，但藏医药古籍流失严重、人才短缺等问
题一直是制约藏医药发展的瓶颈。毕业于西藏藏医学院的尼玛次里凭着多年的临
床实践和刻苦钻研，成为德钦县医院藏医科骨干，许多患者会慕名前来就医，今年
他被评为县级劳模。“从事藏医工作那天起，我就下决心要把藏医学传承和发展下
去，为传承弘扬藏医药文化留一束薪火。”十二年如一日，尼玛次里立足岗位、埋头
苦干，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发扬“传帮带”精神 医疗队伍持续壮大
1960年，德钦县人民医院设立藏医门诊，1982年正式成立藏医科。2005年尼

玛次里从西藏藏医学院毕业后到德钦县医院藏医科工作。“刚回来时藏医科只有3
个人，每天来就诊的病人也只有五六人。”尼玛次里向记者讲述刚参加工作时的场
景。科班出生的他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接触了先进管理方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藏
医药知识，于是他萌生出要大力发展德钦县藏医药的想法。

“想要发展藏医药，人才是关键因素。”尼玛次里说：“我到县医院工作之前的6
年里，德钦县从事藏医药工作的医生无一人通过医师资格证考试。参加工作那年，
我便组织需要考证的同事一起学习。”人才短缺，加上人员素质不达标，藏医药行业
发展十分缓慢，面对窘境，尼玛次里没有灰心丧气，反而促使他更加坚定了发展藏
医药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该院越来越多从事藏医工作的医生通过了全国统一
组织的五省藏区藏医药医师资格证考试。目前，该县所有从事藏医药专业的医生
均持证上岗。“人员素质提高了，藏医药的发展就有了更多希望。”尼玛次里坚定地
说。

卓玛永初是德钦县医院藏医科主任，同时也是一名主治医师，她与尼玛次里是
同学，她认为尼玛次里不论是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钻研，还是对同事、病人的帮助都
是可圈可点的，她说：“尼玛次里在尿诊、舌诊、脉诊方面都很有经验，凡是遇到特殊
病例，他都会叫上藏医科医护人员会诊、带教，向他们讲解病理、治疗方案等。要是
医护人员遇到疑难病症，他都会随叫随到，并能给出确切的检查方式、病情诊断和
治疗方案，既让病人得到最佳治疗，又让大家学到更多知识。”在藏医科医护人员眼
里，尼玛次里学历高、经验足、医术高、医德好，县内许多群众专程来找他看病。

刻苦钻研 致力为患者减少病痛
经过多年的努力，尼玛次里担任副院长，成为一名管理人员，这是对他工作能

力的一种肯定。现在除了做好医院管理工作外，尼玛次里每周二至周四及周末上
午都到科室坐诊，十二年如一日地履行着医生的职责。

德钦县医院藏医科设有门诊、住院部、制剂室。尼玛次里说：“制剂室可以说是
藏医科的科研工作室，这里有完整的藏药生产线，从采药到药剂制作都能完成，对
于一些制作工艺复杂、难度大的药剂，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反复研究、验证。”

“佐太”是一种特殊的藏药原料，其加工和生产工艺十分复杂，技术要求高、制作
难度大，过去德钦县没有能力加工出“佐太”成品。为了攻克这个难关，尼玛次里从西
藏请来专家学习“佐太”加工制作工艺。目前，该院不仅能够独立制作“佐太”，还解决
了许多特殊藏药的炮制、解毒难题，使得生产出的藏药品质更高、效果更好。

“藏医科目前能够独立生产七十味珍珠丸，它是藏药里涉及药物最多、生产工
艺最难的一种药物。此外，我们科室生产的珍珠安神丸、松石疏肝丸等6种药品均
获得了滇药批准号，从临床验证和患者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药品的疗效都很好。”
谈到藏医科生产的药品时，尼玛次里显得很激动，“由于药物品质和疗效好，连毗邻
藏区的患者都会来购买我们生产的藏药。”

尼玛次里认为，藏医药专业临床诊疗想要获得长足发展，就要学习现代中医学
的一些先进手法、理念，“藏医临床的针灸、推拿也要不断向中医学习，以中医的手
法来针灸和推拿传统藏医学里的人体穴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治疗模式，而治
疗的效果也会更好，目前我们正在不断探索当中。”据尼玛次里介绍，德钦县医院藏
医科除了针灸、推拿外，涂擦、熏疗、放血疗法等传统的藏医疗法都在开展，治疗方
法的持续完善，意味着能够治疗的病症更多，患者康复的希望更大。

医心赤诚 患者认可是最大动力
“健康所系，生命所托。”面对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尼玛次里总是时刻牢记使

命。他对待病人一视同仁，总是以耐心的解答让每位患者满意，以精湛的医术为患
者服务，深受患者尊重和信赖。

雨崩村38岁的那玛曾经被脱发困扰了很长时间，在亲友的介绍下找到尼玛次
里医治。尼玛次里经过脉诊、尿诊等诊断后，根据藏医学原理断定那玛的脱发是由
于长期饮酒造成的头皮毛囊堵塞。于是，尼玛次里建议那玛戒酒，还给他开了涂擦
头皮的药。用药一个月后，那玛的头发开始慢慢长出来。“非常感谢尼玛次里医生，
没有他的治疗，我的形象就毁了，现在身边的人要是遇到脱发问题，我都会建议他
们去找尼玛次里医生看病。”那玛激动地说。

在尼玛次里12年的职业生涯中，还遇到过许多诸如脑梗导致失语、脑梗导致
偏瘫，颈椎、腰椎病和腿脚关节慢性病的患者，他都尽心尽力为他们治病。“患者及
其家属对我的肯定和认可，是我前进的不竭动力。”尼玛次里说。

记者来到藏医科住院病房，只见所有床位都住满了病人，有的在接受针灸治疗、
有的做推拿、有的在涂抹膏药……“藏医药对腰背酸痛和跌打损伤疗效很好。前段
时间我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膝关节受伤，虽然做了手术，但恢复效果也不明显。在
藏医科住院治疗一周后，我的病情明显好转了。”来自升平镇的吾姆边接受治疗，边高
兴地向记者讲述尼玛次里对她的帮助，她脸上的笑容是对藏医疗效的最好肯定。

——记德钦县第二届劳模尼玛次里

传承弘扬藏医药薪火

⦾ 王靖萍

本报讯（记者 江初）德钦县敦和社区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
索流动党员管理新模式，切实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教育。

敦和社区现有党员131名，其中,外出务工、外出就医、随子女长期在
外居住的流动党员有38名。针对近年来农村党员外出务工数量不断增
多，流动党员去向掌握难、日常管理难的问题。敦和社区党总支用“一联
系一学习一看望”方式对流动党员进行管理。

为做到党员能够找到党组织，党组织能够及时联系党员，流动党员
流动不流失。党总支不定期打电话问询流动党员近期学习教育、身体状
况、思想动态等情况，同时要求各支部书记掌握所属支部流动党员的近
况，保证流动党员和组织保持联系，不脱离组织管理。社区党总支通过
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解决流动党员无场所学习，无固定时间学习的问
题，通过在微信群中发送“两学一做”学习内容、党章党规文字片段、党章
阅读语音片段等，保证流动党员有学习的平台。逢“七一”、中秋节、春
节等节日，党总支书记看望慰问困难流动党员，给他们送去党的温暖。

敦和社区加强流动党员管理

佛山乡溜筒江村位于澜沧江畔古时的茶马古道
要冲，下辖的亚贡、争刚2个村民小组位于海拔3000
米的高寒山区，共有40户177人。由于土地贫瘠、交
通不便等原因，是典型的“无产业、无稳定收入、无集
体经济”三无贫困村。亚贡、争刚村民小组有党员33
人，党员户覆盖率达80%。党员覆盖率虽然较高，但由
于整体贫困，党组织、党员带领群众致富的核心作用
并未发挥出来，很多党员也一直苦于无法找到脱贫致
富的路子而内疚不安。

精准扶贫带来新希望
2015年9月，“挂包帮”“转走访”工作正式启动，云

南省农行挂钩联系溜筒江村，这为群众脱贫致富打入
了一针强心剂。溜筒江全村共有贫困户40户，亚贡、
争刚占了37户。针对实际情况，省农行、乡党委和村
党总支把扶贫工作重点向亚贡、争刚两个村民小组倾
斜。

亚贡、争刚地处高海拔山区，植被茂盛、雨水充
足，有一片占地4000余亩的天然草场，能满足至少500
头牦牛养殖。经乡党委、村党总支积极与省农行洽

谈，共同决定成立牦牛养殖合作社，让群众脱贫致富
的同时，解决村总支无钱办事的“老大难”问题。通过
多方协作，2016年1月，溜筒江森佑牦牛养殖合作社注
册成功并投入运营。

支部引领，党员带头树榜样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合作社成立之初，部分群众对合作社不了解，也不大支持
搞村集体经济，甚至有抵触心理。为此，工作组决定从党
员入手，召开党员大会宣传成立合作社的好处，打消党员
后顾之忧，经党员全体表决同意后，党总支书记带着村

“两委”班子走村入户做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村党总支
书记、支部书记承诺将定期公开资金使用情况，保障村民
知情权，保证绝不违规乱用一分钱。省农行资金未到账
前，党员户率先用耕地、牦牛、现金入股近50余万元，为
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学管理，工作有序提效率
乡党委根据实际，成立专项小组推进工作。工作

组拟定的章程在村民大会上一次性以举手表决的形
式通过，选出了在群众中有威望、热心为群众做事，有
较高的文化水平、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接受能力强、
熟悉牦牛养殖，对外沟通能力强、做事公平公正的5位
党员群众为合作社设立人；推选5位党员群众组成理
事会，分别为法人及负责养殖、销售、生产保障、会计、
出纳兼档案管理；推选5位监事，规定理事和监事不能
同时任职。

为保证公平，工作组与村民达成协议，在省农
行给予每户 9 股的基础上，每户自行入股不超过 21
股，每户总股数不超过 30 股，耕地和牦牛入股通过
村民代表大会评估进行认购，股份数量可计算到小
数点后两位数。这些做法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积
极性。为让村委会有集体收入，解决村委会没钱办
事难题，省农行扶持 10 万元参股，保证了村委会每
年有连续性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工作组为合作社
成员颁发股权证，写明每户出资人的出资额、出资
方式，鼓励广大股民积极参与到合作社的发展中
来。

资源共享 保障到位助发展
成立合作社，就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等诸多问

题。为满足需求，亚贡、争刚村民同意村下辖的牧
场、草场、林地、荒山全部划归合作社经营管理。通
过乡党委、省农行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合作社
共自筹资金 11.3 万元、溜筒江村委会出资 10 万元、
省农行捐赠 43.3 万元，分别为 3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户出资 9000 元入股合作社。牦牛养殖合作社社
员以现金、牦牛入股共计68万元。

目前，合作社有牦牛存栏 170 余头，年底预计出
栏近 100 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80 万元左右。除去
各种开支、股民分红和用于壮大合作社的资金外，
村集体收入可达 2 万元。合作社的成立，使农户脱
贫致富有了长效的保障，成为农户不返贫、村集体有
可持续收入的关键之措、明智之举。

养 牛 打 开 致 富 门
——佛山乡溜筒江党组织带领村民养殖牦牛奔小康纪实

◎ 江初

奔子栏镇叶日移民新村的农村党员家家户户插党旗、亮身份。 （江初 摄）

本报讯（记者 江初 通讯员 李为新）近日，德钦县总工会召开八届四次（全
委）扩大会议，补选县总工会副主席、八届常委、经审委主任，总结去年工作，研究部
署今年工作。会议还表彰了2016年基层工会重点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先进单位和
个人，签订2017年基层工会重点工作目标责任书。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工会要加强学习，把牢方向，引导好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要找准定位，有所作为，紧密围绕党政大局开展具体工作；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严格遵守工会财经纪律，当好广大职工的表率。

德钦县总结部署工会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鲁茸只玛) 5月13日至14日，德钦县红十字会在
县医院开展应急救护技能（救护员）培训活动，40余名来自全县卫生系统
的医护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理论讲解、示范操作、学员互动、现场演练的方式，传授红
十字运动与救护的基本知识和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家庭急症及常见意
外的紧急救护知识。随后，采用操作考试的形式对学员考核评估。

德钦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 培楚定珠） 为严厉整治非法制贩、持有枪爆物品
等突出治安问题，拖顶派出所结合“小警务惠民生”专项活动，采取多项
措施，缉枪治爆显成效。

自开展缉枪治爆专项工作以来，拖顶派出所多次深入社区、重点村开
展宣传工作，采取发放宣传册、以案说法等形式，大力宣传民爆物品、枪支
弹药、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管制刀具、弩等危险物品流入社会的危害
性及涉危涉爆违法犯罪的严重违法性。开展动员上缴、举报查缴、检查收
缴等工作，坚决依法收缴民间非法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

年初以来，拖顶派出所共收缴射钉枪2支、雷管10发、电雷管3发，进
一步消除了辖区安全隐患。

拖顶派出所缉枪治爆显成效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德钦县总工会组成慰问组，看望慰问全县一线护士，
向她们表达敬意和节日问候。 (江初 李为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