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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园 牧 歌 幸 福 家 园
——代表委员热议实干振兴乡村

本报记者 谢伟

驻村干部米玛罗布：

这 一 年 累 并 快 乐 着
本报记者 张宇

大学生坚增多吉：

多 闯 多 干 永 不 言 弃
本报记者 袁海霞

尼木县吞达村藏香产业方兴未艾——

一 支 藏 香“ 点 起 ”新 希 望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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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

题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各市地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

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根本方法，把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为重要的阶段性任务，注重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农牧区各项建设，乡村振兴的

美好画卷正在高原大地徐徐展开。在今年的自治区两

会上，回顾 2019 年以来的实践经历，代表、委员、干部群

众有太多的感悟和体会。

产业振兴：
力促乡村产业兴旺

那曲市色尼区在经过多次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按

照“提质、增效”要求，整合“一村一合”、“借畜还畜”、嘎

尔德 80 个奶源基地，采取“公司＋农牧民经济合作组

织＋基地＋牧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创新运营，有效解

决了传统牧业附加值低、收入回报不持续及群众弃牧

等问题，初步实现了畜牧产业规范化、现代化，推动了

藏北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了乡村产业振兴。对

此，自治区人大代表、那曲市色尼区区长赤来塔吉告诉

记者，这样的运营模式，已吸纳 76 个贫困村、3200 户

16227 名群众向基地供奶、销售肥料、牦牛育肥、草场流

转、投劳、产业分红等，共向群众兑现资金 1700.65 万

元。

赤来塔吉说：“色尼区以嘎尔德为代表的牧业产业

发展已经起航，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助力牧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推动

乡村振兴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和社会责任，加快

推动牧业产业走向新征程，为牧民群众致富增收提供

产业支撑，为谱写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色尼新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

人才振兴：
培育凝聚更多能人

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代表、委员们普遍认为，如今，我区已形成了注重

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各地各

部门高度重视乡村人才后备力量培养，健全激励机

制，引导和支持常年活跃在生产第一线的“田秀才”

“土专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民族团结，激励各

类社会人才在农牧区大显身手，为乡村发展积攒人才

资源。

札 达 县 托 林 居 委 会 通 过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目 前 有

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建筑队等产业。在这些企业

工作的居民每个月都能有 6000 多元的收入，管理人

员 工 资 甚 至 达 到 了 1 万 余 元 ，大 家 的 生 活 水 平 和 质

量 日 益 提 高 。 对 此 ，自 治 区 人 大 代 表 、托 林 居 委 会

党 支 部 书 记 扎 西 多 布 杰 说 ：“ 这 些 变 化 的 背 后 离 不

开 一 群 有 管 理 经 验 、专 业 知 识 的 同 志 ，从 管 理 、生

产 、销 售 层 面 没 有 他 们 的 辛 勤 付 出 ，难 得 有 今 天 的

成绩！”

扎西多布杰说：“我们地处边境，把祖国的边境保

护好、建设好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在具体的工作中

就需要我们加强组织建设，带领大家搞好生产；加强

民族团结，让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学习。随着边境小

康新区的建设，只要有了外来人才、本地能人，我相信

振兴乡村不是难事，未来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文化生态振兴：
实现乡村健康发展

文化是振兴的底蕴，生态是振兴的基石。

目前，在国家提出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指

引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广大农

村牧区正朝着自然环境优美、生态优势突出、农耕农牧

文化浓厚、民族文化丰富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随着我

区各族群众消费结构提档升级和消费模式转变，农牧

业发展的空间不断拓展，为乡村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带

来了难得的机遇。

自 治 区 政 协 委 员 、聂 荣 县 专 合 组 织 负 责 人 伟 托

说，近年来，聂荣县积极探索牧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运转模式，造福了当地 3 万余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有很多合作社的产品非常粗犷，不适应市场需求，

所以从 2019 年开始，聂荣县就以乡镇为单元大力整合

小规模合作组织，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元素，推动牧

业产业生态循环发展，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色庆乡

有 1000 余人，没有整合之前有 5 个牧业专业经济合作

组织，年人均现金收入只有 800 余元。通过整合，消费

者认可了，产品销售好了，现在年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了 3000 余元。

那曲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吴春奎说：“那曲市在文

化生态振兴的路上，因地制宜，以打造全域旅游为目标，分

批推进 14个文化旅游项目、旅游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当前，雪域高原乡村振兴的

号角已经吹响，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广大农牧区的面

貌正焕然一新。我们相信，振兴乡村步伐一定会越走

越好、越走越快，蹄疾步稳地迈向全面小康。

“日喀则市 18.2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处

处涌动着开发开放、创业创新的热潮。”自治

区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之际，自治区人

大代表、自治区副主席、日喀则市委书记张延

清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近年来，日喀则市大力

实施以“六大战略、六城共建、七区建设、七大

产业”为内容的“6677”总体工作思路，做好基

层党建“十二件实事”夯实基层基础，绿色发

展成为共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

张延清介绍道，2019 年，日喀则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态势，各

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张延清表示，如今的日喀则，是美丽富

饶的“宝地”，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五条

沟”、扎什伦布寺等旅游景点驰名中外，青

稞、珠峰绵羊、珠峰牦牛等农畜产品天然有

机，拉孜藏刀、江孜藏毯等民族手工艺品供

不应求，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极其丰富，

各类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

日喀则是对外开放的“高地”，作为区域

级流通节点城市、面向南亚开放的前沿区，

和平机场开通五条航线，拉萨至日喀则机场

高等级公路建设有序推进，定日支线机场前

期工作扎实，中尼铁路日喀则至吉隆段可行

性研究正式启动，陈塘、日屋口岸开放积极

推进，樟木口岸货运通道功能全面恢复，2019

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43.4亿元，增长 10%。

日喀则是创业创新的“福地”，日喀则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日喀则经济开发区、珠峰文

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吉隆中尼跨境经济合

作区等特色园区承载力明显增强。进一步优

化投资环境促进企业发展等优惠政策释放红

利，“一站办到底”为企业保驾护航。

张延清说，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加快建设和谐文明幸福美丽日喀则的关键之年。日喀则市上

下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九届七次全会暨区党委

经济工作会议和自治区两会精神，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全面做好“六稳”工作，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

系”，深入实施“6677”总体工作思路，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幸福指数。

“好消息！县里审批已通过，项目马上可以实施了。”从县上一

赶回村里，米玛罗布就高兴地对村民说。他提到的项目——扶贫砂

（砖）场，已经进入第三方评估流程，即将迎来开工投产。

米玛罗布是自治区公安厅派驻比如县乌通村工作队的队长。

2019 年 2 月到任之初，他就带着 3 名队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乌通村

虽然在 2018 年初就实现整村脱贫，但群众仍存在“等靠要”和小富即

安思想，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乌通村地处怒江沿岸，村东南侧有近 400 米村道紧邻怒江，不仅

路面狭窄，而且弯多转急，先后有 10 名群众和若干牦牛不慎坠落；

2019 年 8 月，部分路基因常年受江水冲刷，导致紧邻怒江路段垮塌，

严重影响群众的出行安全。

得知这一情况后，米玛罗布积极向公安厅党委汇报并协调相关

部门筹集资金、购买材料。随后，工作队与村“两委”团结协作，积极

发动群众参与，在短短 20 天的时间里，加固修缮了 400 余米沿江村

道，困扰群众多年的安全隐患得以解决。

2019 年以来，乌通村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

业增效有序进行、惠民工程相继建成……翻开这一年的驻村“成绩

单”，米玛罗布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坚增多吉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17 级会计 2 班的一名学生，来自

林芝市墨脱县门巴族。说起自己的 2019 年，他用一句话总结道：“年

轻人要多闯多干，永不言弃”。

2019 年 8 月，坚增多吉在八廓商城美食街的“门墨石锅鸡”店开

业了。谈起开店的初衷，他说：“我考上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那一

年，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就想自己做点事，

挣点生活费。于是，我找了我的高中同学，正好他也有创业的想法，

我们在拉萨河边商量了很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经过东拼西凑，他们终于筹到了启动资金，开起了“门墨石锅

鸡”店。“都说万事开头难，开店以后遇到好多麻烦，因为缺乏经验和

设计能力，最开始把店面装修得像咖啡馆一样，后来又重新装修了

一次，总算有点民族特色了。”坚增多吉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

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开店后，坚增多吉越来越忙，一边是学业，一边是生意。“虽然

辛苦，但还是很快乐。我现在不但不愁自己的生活费，还能有余钱

寄给家里。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会越来越好。”坚增多吉

笑着说。

在自治区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围

绕发展稳定等话题展开了热议。而在

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冬日暖阳下，一

座 座 水 磨 如 同 一 个 个 鲜 明 的 文 化 符

号，成为这个“水磨藏香之源”村落发

展 特 色 产 业 、促 进 特 色 旅 游 发 展 的 最

好诠释。

在吞达村，几乎家家制作藏香。在

各类机械设备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吞

达 村 依 然 保 留 着 手 工 制 作 藏 香 的 传

统。在村里，记者走了一圈，看到一栋

栋藏式小楼门前都挂着“藏香制作户”

的牌子。穿村而过的吞曲河上，分布着

大大小小 200 多座用于研磨藏香原料的

水 磨 。 由 于 是 冬 季 ，这 些 水 磨 已 经 停

用。一些制作藏香的厂家或合作社就

通过人力或机器开展藏香制作，加措经

营的吞巴罗布仁青纯手工藏香厂就是

其中之一。

今年 53 岁的加措从事手工藏香制

作已经有 30 多年了。1995 年，他成立了

自己的藏香制作手工作坊，2008 年成立

现在的公司，并注册商标，年收入达 20

多万元，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他经营

的吞巴罗布仁青纯手工藏香厂制作的

藏香，原材料非常丰富，以柏树主干为

主料，再配以藏红花、麝香、白檀香、红

檀香、紫檀香、水安息等 28 种名贵药材

精心制作而成。

在尼木县，像加措一样通过藏香发

家致富，并且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

人，还有很多。

近年来，尼木县坚持把藏香文化产

业作为文化兴县的优势品牌，按照“123”

发展思路，落实扶贫机制，大力推进藏

香文化产业发展。2019 年 4 月，尼木藏

香产业园区正式投入运营，吸纳恩泽居

委会 3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就便就

业。

2019 年 ，全 县 预 计 实 现 藏 香 产 值

2330 余万元；县城藏香产业园区于 2019

年 8 月正式投产以来，生产藏香 2.4 吨，

实现产值 94.3万元。

2016 年 10 月，吞巴镇被认定为第一

批中国特色小镇。作为第一批国家级特

色小城镇和拉萨市旅游文化开发保护

区，尼木县吞巴镇始终坚持先行先试，潜

心探索特色小城镇建设“升级版”，积极

利用特色小城镇建设谋划更多产业，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

现在，总投资 2.6亿元的尼木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初步建成，目前

已有西藏天润公司、北京德青源公司成

功入驻。总投资 2.2 亿元的拉萨经开区

尼木产业园区基建项目已完成，目前正

在通过招商引资、企业合作等方式，积

极发展运输、物流、商贸、电子商务等现

代服务产业。

随着这些配套设施和产业的不断

发展完善，尼木县吞巴镇必定会吸引更

多游客的目光和脚步。

会场之外
上图：1 月 7 日上午，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拉萨隆重开

幕。图为在新闻中心，媒体记者在商讨两会报道。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右图：1 月 7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前，执勤交警在

会场外维持交通秩序。

本报记者 次旺 洛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