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7日，强震突袭，让西
藏定日饱受创伤；2月 7日，再
访灾区，这里已升腾新的希望。

短短一月时间，在西藏干

部群众艰苦奋斗与多方驰援

下，紧急救援、物资供应、过渡

安置……多项救灾工作在震区

迅速开展。一碗碗热乎的饭菜、

一件件温暖的衣被、一袋袋取

暖的燃料自全国各地而来，汇

聚成共渡难关的暖流，温暖着

高原人民的心。

如今走进安置点内，一间

间整洁的板房排列整齐，水、

电、网一应俱全，孩童玩耍的欢

快笑声再次传来……冬去春来

之际，灾区群众正在见证家园

重生。

2月初的定日，寒气尚未
散去，走进野江村 67 岁的老
人米玛的板房中，火炉中燃烧

的牛粪伴着点点星火，让屋子

暖意融融。“分到的牛粪等燃

料度过这个冬天完全没问

题。”米玛端坐床边，脸庞被火

炉映得发红。

“群众从简易的帐篷搬到

了温暖的板房，物资我们也以

最快速度分发到他们手中。”

野江村驻村第一书记扎西顿

珠说。

截至 1月 31日，定日县已
搭建板房 7733套、帐篷 9941
顶，安置受灾群众 47787人。记
者从西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

到，地震发生以来，各级慈善总

会、协会、基金会接收捐赠资金

10.9亿元。
驱车行驶在定日县重灾区

内，废墟已被清理干净，安置点

内整洁的板房鳞次栉比，一缕

缕炊烟袅袅升起。

清晨，阳光轻轻洒下，朋曲

河谷被逐渐照亮。各个安置点

内，干部群众又开始了忙碌的

一天。

古荣村村民罗布穿上印有

“重建家园”的蓝色马甲，随即

投入到灾后家园的重建工作

中，不远处的同伴们有的在打

扫安置点环境卫生、有的在搬

运清理废弃物、有的在收拾牲

畜饲料……

“村子里有劳动力的 38户
都参与到重建工作中了，大家

都很积极。”罗布将垃圾装上运

输车辆后笑着说，“每天有 260
元的工资，吃穿不愁，收入问题

也解决了。”

“群众的笑容越来越多

了。”古荣村驻村第一书记徐超

说，现在医疗卫生工作转入日

常护理，定日县重灾区群众已

全部搬入板房，震区群众正逐

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再次见到民警顿珠次仁，他

正与古荣村安置点的孩子们踢

着足球，脸上满是笑意。时间回

到一个月前，他满身灰尘、指甲

缝里尽是木屑和泥土，脸上布满

凝重。“一个月，变化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一场“与时

间赛跑”的抗震救灾硬仗，在世

界屋脊之上迅速打响。

震后 10分钟，紧急救援力
量便已出动；震后 30分钟，救援
工作已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全

面展开；震后 9小时，因地震损
毁路段全部抢通，移动通信信号

恢复正常；震后 13小时，定日县
城和 7个乡镇恢复供电；当天晚
上，不少震区受灾群众就吃上了

热饭、住进了帐篷……

一月之间，灾区人来人往，

留下了暖心的故事在珠峰脚下

流传。

拉面师傅马杰驱车 2700
多公里从甘肃临夏到震中为受

灾群众煮上一碗碗热腾腾的拉

面……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应急心

理救援队队员们带着震区孩子

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用温情

陪伴着孩子们……

基层干部每日迎着风沙，

开展隐患排查、清理废墟、物资

分发等工作……

如今，定日县过渡性安置

全部完成，进入震后生产生活

秩序恢复期。

正午阳光，温暖和煦。古荣

村村民们在安置点中间的人工

草坪上席地而坐，大一点儿的

孩子们踢着足球，互相欢呼呐

喊，不远处的温暖小屋内，志愿

者们正教小孩子们学画画、玩

彩泥。

“质量肯定会比以往的房子

好。”“希望抗震好一点。”“二层

的阳台要大一点。”在谈及对新

家的期盼时，安置点上的群众们

纷纷提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罗布笑着说：“我希望能亲

手参与到家园的重建当中，让

家乡越变越好。”

渊据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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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震区迎春来要要要
震后一月再访定日

日前，广东省《社会组织信

用建设和管理规范》发布，这也

是国内首个针对社会组织信用

建设与管理规范而出台的地方

标准。

该标准由广东省社会组织

管理局提请立项并组织开展编

制，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批准后正式发布。这是广东积

极探索社会组织信用标准体

系、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加

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工

作监管机制的又一标志性成

果，开创了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社会组织信用建设和管理工作

的先河。

该标准从社会组织信用建

设目标、信用建设内容和信用管

理三大方面明确了社会组织开

展信用建设的主要目标、重点内

容和方法路径，并着重对社会组

织信用在制度建设、能力建设、

文化建设等领域内容进行规范，

以标准化手段为社会组织信用

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了清晰的

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据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标准的出

台经过了前期预研和草案起

草、公开征求意见及技术评审

四个阶段。该标准的编制，全面

贯彻中央和省关于信用建设和

社会组织管理文件精神，结合

广东各类社会组织在探索实践

过程中的成熟做法，充分考虑

了所规定内容的成熟性和可持

续性，确保标准适用性，更好满

足全省各类社会组织信用建设

发展需求。 渊据新华社冤

“这个沃柑口感很甜，一点也

不酸，吃起来比较爆汁。喜欢这个

口味的朋友，可以在右下角的购

物车下单……”每晚 8点半，“欣
哥水果摊”的某视频平台直播间

里，主播谢兴和妈妈会准时上线

带货。

作为一位肢体残疾人，谢兴

走上直播带货之路已有五年。

从最初的电商主播，到如今在

重庆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的

帮助下，注册重庆欣旺新媒体发

展有限公司，谢兴的创业之路付

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但他并

非独行。

2022年，重庆市围绕《促进残
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以下简称《方案》），启
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

动，帮助像谢兴这样的残疾人创

业就业。

2024年，重庆市促进残疾人
就业三年行动收官，该行动通过

完善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就业帮

扶力度，确保残疾人就业权益得

到更好保障，为残疾人创业就业

铺就坚实之路。全市新增残疾人

就业人数达 3.3万人。

高效服务 解决创业难题

今年 37 岁的谢兴出生于九
龙坡区走马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7岁时被诊断患有“进行性肌
营养不良症”，随着年龄增加，会

有进行性加重的肌肉无力和萎缩

的临床表现，身体不能正常活动，

需借助安全带才能固定在特制的

轮椅上。

谢兴曾摆过地摊、开过网吧，

当过游戏主播等，不断尝试各种

灵活就业方法。2020年，谢兴抓住
短视频行业风口，走上直播带货

之路。家里曾开过果园，谢兴从小

熟悉水果产品，亲力亲为筛选直

播卖品，连续 4个月每天坚持直
播 3小时以上。直播间的销售量
每月平均 10万元，最好的时候能
达到 20万元。这让谢兴看到了希
望，也更有信心。

可是残疾人直播带货这条

路，并不好走。谢兴说，一方面是

直播时间久了身体吃不消；一方

面是自己专业能力不够，视频策

划、拍摄剪辑、直播选品、推广引

流等都需要学习实施，可因为身

体限制，自己不能独立完成短视

频和长期直播工作，多数靠家人

帮助。

2022年 10月，谢兴在重庆市
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的帮助下注

册了重庆欣旺新媒体发展有限公

司。公司主要从事电商直播带货、

供应链服务、主播培训等业务，销

售产品主要是生鲜水果、食品、日

用品等，供应链服务也是围绕生

鲜、农产品、食品为主做配套服务

和整合。

基地不仅为谢兴提供基础的

工商代办、LOGO 设计、商标注
册、宣传推广服务外，还提供了关

于财税、法务等多方面的驻场咨

询服务，解决了其创业初期的诸

多困难。

很快谢兴的公司对接上了合

伙人，获得各类创业资源，企业逐

步实现高效运行。目前，项目已达

“10万+”销量、自媒体平台上“50
万+”的粉丝、450万元销售额。

据了解，基地 2022 年以来累
计入驻企业 58 家，在孵企业 45
家，基地企业在职职工 378人，其
中残疾人职工 152人，带动残疾
人灵活就业 452人次，开展项目
诊断、资源对接、直播云展、电商

直播等各类活动 112场。

搭建平台 精准匹配需求

2月 8日上午，位于渝中区的
重庆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里，

29岁残疾小伙杨栩坐在电脑前敲
击着键盘，对重庆移动“爱心通”

网站的数字化系统进行维护。

去年，杨栩取得重庆理工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硕士

学位后，投入求职大军中，可一直

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去年 7月，
杨栩在市残联打造的“职有爱”数

字助残就业服务平台帮助下，终

于成功找到工作，入职重庆移动

“爱心通”团队网站运维岗位。

杨栩的成功就业，是“职有

爱”数字助残就业服务平台助力

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真实写照。

“职有爱”平台是市残联与重

庆移动共同打造的，旨在为残障

人士、用人单位提供精准化求职

招聘供求信息主动匹配的就业服

务平台。该平台用户总数已破万

人，平均每月新增用户量稳定在

170 人左右，用户活跃度正持续
提升。

聚势赋能 拓宽就业渠道

除了搭建平台，市残联还会

同人力社保等部门举办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公共就业服务

专项活动。招聘会上，求职者积极

与企业代表交流，表达求职意愿。

肢体残疾人徐先生说：“我已

经入职两周了，负责产品检验工

作，公司包三餐和住宿，试用期 1
个月，我很满意这份工作。”通过

参加“就业援助月”招聘会，像徐

先生这样的残疾人找到了心仪的

工作。

三年来，全市累计开展招聘

活动近 1万场，平均每场发布就
业岗位 300余个，畅通了残疾人
市场化就业供需对接渠道，为残

疾人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

劳动技能偏弱是残疾就业群

体面临的困难之一。对此，重庆市

通过强有力、有针对性且系统的

技能培训，根据残疾就业群体的

身体状况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

教学内容和培训方式，助力就业

群体掌握一技之长，增强他们在

职场上的竞争力。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17家。
三年来，市级职业技能培训共举办

19个班次，培训 620名残疾人。
渊据叶重庆日报曳冤

新增 3.3万人

重庆残疾人创业就业之路越走越稳

国内首个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地方标准在广东出台

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安置点的孩子们在放飞纸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