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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曲 市 西 部 的 申 扎 县 平 均 海 拔

4700 米，这里高寒缺氧、气候干燥，这里

半年大风、半年大雪，这里没有林木、只

有矮草……而申扎县申扎镇七村就坐

落在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长期闭塞

的交通，使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以放牧

为生的牧民群众生活颇为拮据，然而就

在这个只有 41 户 213 人的小村庄，一个

名叫洛曲的牧民却积极带领大家走上

了致富路。

1967 年出生的洛曲是土生土长的

牧民，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他，家里有几

百头牲畜，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完全可

以像父辈们一样靠牧业生存下去。但

他 从 小 就 对 做 生 意 十 分 感 兴 趣 ，1998

年，他从购买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在村

内搞运输开始起步，2010 年，又买了一

辆二手东风车，继续搞了三年的运输，

期间也认识了一些施工企业老板，经济

收入逐渐增加，2015 年，他又购买了一

辆双桥货车。

到 2016 年年底，洛曲已经是有着两

辆双桥车、一辆单桥车、一台装载机，固

定资产达 200 余万元的小老板了，仅在

2016 年，他的纯收入就达到 60 余万元，

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致富能手。

谈起自己致富路上的艰辛，洛曲总

是“蜻蜓点水”般带过。在自己富起来

时，洛曲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父老乡

亲，村里人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

他。

有的贫困乡亲盖房子缺钱，他主动

赞助；有谁生病缺钱医治，他就主动帮

忙送去医院，还支付药费……据不完全

统计，他先后向村里贫困户资助现金 3

万余元，捐赠羊 60 多只，接济村里群众

更是家常便饭。然而他却在想，这样下

去并非长久之计，他想的是带领全村一

起走上致富路。

令他难忘的是，2014 年 7 月 1 日，在

村“两委”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村党支部

首次研究发展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场

面。

说干就干，在合作社发展初期，洛

曲作为入股最多的一方，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且合作社收的羊皮、牦牛皮，总是

依靠洛曲外销，村子的经济收入渐渐有

了起色。

随后，经过详细的调查，他发现，当

地的运输业，都是由日喀则等外地的商

人在做，如果自己能发动村里有条件、

有车辆的群众和自己一起搞运输，也可

以增加村民收入。

在这之前，洛曲搞运输获得了丰厚

的利润，虽然让村里人看得眼热，但谁也

没有勇气去试一试，为此，他向村里想要

和他一起搞运输的乡亲们传授经验，并

把自己的货运信息提供给他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指导下，

申扎七村村民次仁桑珠、布琼、旦巴塔

杰等相继也投入到施工运输当中，收入

大大增加。但这仅是让几个人走出了

贫困，还有更多的村民除了合作社分红

外没有其他增收致富的渠道，这些洛曲

都看在眼里。

作为一个生意人，利益理所应当是

摆在第一位的，可洛曲身上更多的是奉

献精神。

与此同时，村里决定以“合作组织+

公司”的模式组建永珠施工建筑与服务

有限公司。此时，洛曲第一个站出来，

决定将自家的所有车辆投入到村集体

公司中，他的举动感染到了村民们，更

多人也纷纷加入进来。

经过一年的运行，公司总收入达到

了 405 万元，除去所有支出，2017 年公司

净收入达到 132.3 万余元，11 名群众实

现了就业，平均每人现金收入达 3 万余

元。公司全年为全村群众发放了 6 万元

的节日慰问品和生活用品。

2018 年村“两委”班子换届时，洛曲

高票当选村委会副主任，同时兼任村党

支部组织委员，又在公司担任董事长一

职。

2014 年至今，洛曲先后荣获“优秀

共产党员”“脱贫攻坚工作先进致富带

头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他说：

“自己创业是在政府好政策的扶持下，

才逐步从白手起家到参与永珠施工建

筑与服务有限公司，所有的一切都离不

开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新时代。”

申扎县申扎镇七村牧民洛曲：

致 富 不 忘 众 乡 亲
本报记者 谢伟

本报泽当 12月 30日电（记者 马静）为了

让群众少跑腿多办事，近日，扎囊县全面优化

行政审批服务水平，提高政务服务效能，不断

开创“放管服”改革新局面，积极采取措施加快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坚持高位推进，强化制度保障。为加快推

进全县“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任务，扎囊县

制定出台了《扎囊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施意见》。该《意见》

明确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基本原

则、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重要内

容，完善了顶层政策设计。同时，成立县行政

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分管县长为组长、各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高规格领导小组，加强

对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

督促落实，确保工作有人负责、任务有人落实，

从组织设计上为加快推进全县“互联网+政务

服务”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

突出重点任务，强化工作力度。切实抓好

政务服务事项的梳理编制。组织县直部门 31

家单位参加培训和目录清单录入工作，在运行

平台和电子证照系统完成各单位建立账号、授

权、编制流程图、实施清单梳理和电子证照采

集等工作，实现了市、县政务服务网上可办率

70%和情形化梳理 80%的目标任务，电子证照

系统涉及部门有 17 家单位，电子证照采集总量

589个，签发 217个。

截至目前，在西藏政务服务网注册用户总

量 6608 个 ，其 中 个 人 注 册 4998 个 ，法 人 注 册

1610 个，实现了个人、法人注册率“双 30%”的目

标；按照申请六类政务服务事项和公共服务事

项二三四级以上深度占比，即办件占比达标

要求，切实提高了办事指南清晰度、准确度，真

正实现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的目标，达到了“让

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极大便捷性。

同时，加大“互联网+政务服务”宣传和推

广应用工作。借助新闻媒体，多次转发刊登有关“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

宣传视频、宣传图片、宣传稿件等，切实提高了群众的知晓率、参与率。并积

极动员村（居）第一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切实利用农牧民群众注册西藏

政务服务网个人账号之机，下发西藏政务服务宣传海报 430 份，讲解“不出村

就能办、不见面就能批”的高效便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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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出去总比在这穷山沟好。”“我

们主动要求搬迁出去。”“离开这个地方

就能开始新的生活了。”……当听到政府

计划将八宿县同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以

及危房群众搬迁出来，同卡镇郎巴村村

委会主任顿珠巴登和村民高兴坏了。

“我们村的生活环境很差，有的自然

村进出要靠羊肠小道，冬天大雪封山，生

活很不方便。”顿珠巴登告诉记者。

今年 7月，包括顿珠巴登在内的同卡

镇 72 户 423 人搬进了位于八宿县白马镇

的西巴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点主

要涉及八宿县 11个乡镇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 657 户 3343 人，目前所有群众已全部

完成搬迁入住。

“现在的新家宽敞明亮不说，还特别

干净整洁，而且地理位置很好，不管是购

物、就医，还是孩子上学都很方便。”顿珠

巴登笑着对记者说。

据八宿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八

宿县自 2016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以

来，共规划建设 16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不含羊八井 2个安置点 26 户 145 人），

规 划 搬 迁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1755 户

9364 人，目前 16 个安置点已全部完成建

设并实现入住，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得

到了极大改善。

洛 松 平 措 是 夏 里 乡 吉 热 村 村 民 ，

2018 年 10 月搬进了白马镇乃然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我之前的房子是两层

结构的土坯房，加上生活环境不好，生活

得不到保障，幸亏在政府的好政策下，我

搬进了新家，现在打工或者开商店都具

备条件，生活得很是幸福。”洛松平措说。

乃然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涉及

夏里乡、拥巴乡、瓦乡三乡，地处怒江沿

岸，高山峡谷、沟壑纵横，基础设施滞后、

交通极为不便、生产资料匮乏。因此，政

府实施了整乡搬迁，助力当地群众“挪穷

窝”“改穷业”“拔穷根”。

八宿县吉达乡是大骨节病重灾区，为

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骨节病患者的病

情和防止新生病案的出现，吉达乡在改水

改粮上下足了功夫，吉达乡党委副书记拉

桑曲珍说：“我们在 2016年建了吉达村第

一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和欧冲村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2018年建了吉达村第二

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三个安置点共搬

迁群众 73户 281人，其中大骨节病患者在

实现搬迁后，病情得到了明显缓解。”

斯郎次仁和妻子西嘎巴珍住在吉达

村第一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西嘎巴珍

是一名大骨节病患者，斯郎次仁腿脚不便，

吉达乡政府了解情况后，安排斯郎次仁参

与技能培训，掌握了一门技术。后来，他在

安置点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一家电焊加

工店，实现了不离乡不离土就近就业。

斯郎次仁说：“店面在路边显眼的位

置，生意还算不错，再加上政府发放的分

红和生态岗位补贴，一年下来，我们家不

愁吃也不愁穿了，感谢政府的帮助，我会

继续努力，并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让家里

实现增收致富。”

搬家“挪穷窝”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陈志强 周婷婷

近 年 来 ，贡 觉 县 精 准 定 位 因 地 制

宜，坚持把打造当地民族特色产业作为

重点工作来抓，深挖资源优势，发展特

色产业，涌现出一批带动农牧民增收的

民生产业、富民产业。

图为在贡觉县民族手工业技艺传

承产业园区内，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在

打造藏式柜子的零件。

本报记者 次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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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雄县格达35千伏变电站投运
辖内“三区三州”电网项目全部建成

本报札达12月30日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随着气温的下降，道路积雪

和结冰对群众和车辆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保障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近

日，札达县城管执法局组织环卫工人和养路段工人共同开展铲雪除冰大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针对札达县城内主要路段进行铲雪除冰，在铲雪除冰

过程中，环卫工人和养路段工人分工明确，分工合作，铲雪除冰工作有条不紊

进行。两天的铲雪除冰行动，札达县城管执法局共出动人员 98人次，在主干

次道路撒融雪剂 0.65吨，保证了道路畅通洁净。

札达县城管执法局

铲 雪 除 冰 保 通 畅

本报泽当12月 30日电（记者 刘枫）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获得一技之长，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近期，措美县在措美镇当

许社区举办了 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式烹调技能培训班。

据了解，为期 45 天的培训采取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在课堂上，授课老师深入浅出地为学员们讲授了全套中式餐饮烹调知

识。同时开展实训，指导参训学员进行食品加工基本项目训练、烹调实操

等。最终，在结业典礼上，39 名参训学员通过实际操作、随机抽查、现场技

能比拼的方式，展示自己在培训期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顺利结业。

措美县

贫困户烹调技能培训班结业

本 报 昌 都 12 月 30 日 电（记 者 万

慧）近年来，丁青县从切实解决好基层群

众矛盾纠纷入手，以“三个实现”为抓手，

切实发挥好中心人民法庭作用。

丁青县把中心人民法庭作为解决矛

盾纠纷的“主战场”，联合乡镇党委、派出

所、村“两委”等，分批次、分区域排查矛盾

纠纷，并登记上墙、排期结案、逐一化解。

截至目前，丁青县两个中心人民法庭共受

理民事案件 121 件、执行案件 4 件，结案率

达 100%，调撤率达 100%，最大限度地减轻

了当事人的诉累，有效实现了人民法庭化

解诉前纠纷的“主战场”价值。

在法庭定点宣传的基础上，丁青县坚持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突出实效为目的，以

“法治宣传千里行”为载体，通过“以案说法”

“法制讲堂”“微电影”“模拟法庭”等方式，开

展《草原法》《婚姻法》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等法律宣传活动60余场，走访田间地头为百

姓提供法律咨询45次，较好实现了人民法庭

司法为人民的“前哨站”价值。

同时，围绕中心任务，丁青县两个中

心人民法庭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和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

点问题的重点治理，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改革为契机，结合工作实际，邀请乡镇

人民陪审员、退休干部、老党员等不定期

在法庭参与纠纷调处、案件审理、案件执

行以及法治宣传等工作。截至目前，两个

法庭共参加维稳工作 40 余人次，解决潜在

“民转刑”风险的案件 8 件，真正实现了人

民法庭审判工作“减压阀”的价值。

丁青县发挥人民法庭“前哨站”“减压阀”作用——

化解矛盾纠纷 确保社会和谐 本报日喀则 12月 30 日电（记者

汪纯）近日，仲巴县委组织部、党校组

织 24 名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

人、“三老人员”代表赴青海开展为期

7天的考察学习。

据悉，此次学习考察内容主要包

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党

的农村工作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实、革

命老区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农村基

层治理、群众工作和民主监督工作、

养殖类合作社运营发展、村党支部书

记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方法等。培训

除了开设专题讲座、邀请有关方面专

家教授进行专题辅导外，还安排了现

场教学环节，特别是对青海省农民养

殖类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规范、运营和

发展进行现场观摩学习。

仲巴县偏吉乡党支部书记赤列、

“三老人员”边琼等代表表示，非常感

谢仲巴县委、县政府和县委组织部的

精心组织安排，这次学习考察活动非

常及时，也很有必要。大家一定不辜

负组织的委派，每到一处都用心看、

用心听，解放思想、寻找差距，进一步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提高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当

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和推进乡村振

兴的“领头雁”。

仲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广

明告诉记者，组织这次学习考察，充

分体现了仲巴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

民对村干部寄予的厚望，相信村干部

们通过学习考察，在思想观念上有新

的解放；在拓宽视野、培养战略思维

上有新的进步；在驾驭市场经济、新

时代农村治理能力的本领上有新的

提高。

本报拉萨12月 30日讯（ 记者 格

桑伦珠）日前，格达 35 千伏变电站投

入运行，标志着当雄县境内“三区三

州”电网建设项目全面完成。

据了解，拉萨市当雄县“三区三州”

电网建设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开工，项

目所在地属高寒地区，施工条件恶劣，

工程建设人员多方组织沟通协作，克服

重重困难，历时3个月，最终完成了扩建

工程。该项目包括 35千伏 1项，扩建主

变一台，容量 6.3兆伏安；10千伏项目 1

项，新建及改造配变 8台（容量 900千伏

安），新建柱上断路器1台。

据介绍，拉萨市当雄县“三区三

州”电网建设项目的竣工投产，为当

雄县 8 个村 34 组 980 户居民及羊八井

蓝色天国温泉度假区提供了坚强的

电力保障，为全面解决当雄境内居民

生活生产用电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

保障了当雄经济社会发展。

拓宽视野 更新观念

仲巴县乡村“领头雁”赴青考察

本报拉萨12月30日讯（记者 次珍）近年来，隆子县稳步推进黄牛改良工

作，呈现出良好态势。截至目前，隆子县在全县范围内设有 44个黄改点，黄改

技术人员 74名，覆盖 56个行政村，形成了县、乡、村三级黄改技术服务网络，

围绕奶牛饲养管理、冻配、疫病防治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

据悉，目前全县改良牛共计 1.65万余头，适龄母畜 7580头，改良率达 92%

以上。其中，2019 年黄改冻配任务 7403 头，目前已完成 7409 头，配种率达

100%；新生犊牛 6419头，出生率 100%；2011年至今，为全区出售优质奶牛、种

牛共计 1.73万余头，创收 9903万元，其中今年出售改良牛 2142头，创收 1576

万元。

今年隆子县改良牛创收15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