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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村 庄 大 变 化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乡村环境治理小记

本报记者 王珊 史金茹

■导读

近年来，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

麦村以“小康示范村”“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标准化建设”工程为引领，不断

提高通麦美丽乡村建设水平。村庄

庭院逐渐褪去“脏、乱、差”的面貌，正

以环境美、产业兴、群众富、人文美等

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2019 年，该村

年人均收入 3.1万元。

拉萨市

检查秋冬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坐落在雅

鲁藏布江畔，干净整洁的村道、欣欣向荣的

农家庭院，淳朴的民风，抬头有蓝天，吃的是

无公害食物，喝的是山泉水，身边有鸟语花

香，美不胜收的青山绿水，这就是通麦农村

的生活现状。

村庄风貌华丽蜕变

“我是 2019 年初来通麦村开餐馆的，旅

游旺季的时候，来我餐馆吃饭的游客很多，

有时餐馆里根本坐不下，大峡谷旅游环线米

瑞公路的全线贯通，使来这边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我现在 1 个月可以赚 1 万多元，比起我

以前在建筑工地打工收入增加了不少。”四

川来通麦开餐馆的老邓面带微笑地讲道。

如果不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小康示范

的建设，通麦村也许不会有外地人来通麦村

创业。

通麦村，这个仅有 31 户 147 人，24 名党

员的小村庄，过去可是“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 身 泥 ”、村 道 上 满 是 猪 粪 、牛 粪 ，臭 味 扑

鼻，这是当时真实的写照。通过近年来的

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康示范村建设，对原村

落进行改造提升，把原有板皮围栏和泥土

围墙统一建设成砖混藏式围墙，并对每家

每户新建排水沟、将旱厕改造成冲水式，不

但村里没有了臭味，夏天苍蝇蚊虫扑面的

现象也得到了解决，旧容换新貌，穷村蜕变

为美丽乡村。

产业发展助力脱贫

几年前，通麦村还是米瑞乡较为贫困的

村庄，当时的村子一穷二白，群众我行我素，

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几户搬迁户因为地

少，缺乏生产资料，生活比较贫困，也时常和

村领导发生口角。2014 年，该村开始种植苹

果，种植总面积达到 282亩，所有贫困群众也

参与到其中，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2019 年

苹果基地产值达到 60 余万元，每户增收 2 万

余元。

通过项目引进，从 2017 年开始，通麦村

开始发展蔬菜产业建设。村集体将 500亩土

地以每年每亩 1000 元的价格出租给林芝盛

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年（土地租金从第三

年起每年每亩上涨 50元）用于种植各类蔬菜

和瓜果，目前该示范基地已基本建设完成。

2018 年，村集体又将 400 亩土地出租给林芝

银丰农牧有限公司，用于发展蔬菜种植。两

个蔬菜基地建设完成后需要工人 60-80 人，

本村群众可以优先到蔬菜基地打工，按照每

人每天 120 元工钱，每年工作 80 天计算，每

人可挣得工资 1 万余元，每户可增收 2 万余

元。2019 年，村集体再出租 150 亩土地给盛

世公司，本村群众可以优先到盛世公司打

工，按照每人每天 130元发放工钱。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乡

村建设中，通麦村坚持融合发展、增强村庄

内生动力作为乡村建设的核心，使农民群众

由“旁观者”变为美丽乡村建设者。村集体

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苹果基地生态采

摘和观光旅游，实现农旅一体化发展，通过

举办各类民族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

光、体验和消费，发展休闲旅游经济。按照

“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发展模式，丰

富乡村旅游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乡村文化改善民风

村里新建了文化广场，早晨很多群众带

着小孩到文化广场散步游玩，一到晚上也很

是热闹，很多群众到广场来跳“锅庄”。“不光

村庄要美丽，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很重要，有

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村民的幸福指数才算真

正提高。”荣获过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

村党支部书记穷达说。

穷达介绍，以前村里群众酗酒打架的

事 情 时 有 发 生 ，群 众“ 等 靠 要 ”思 想 严 重 。

近 几 年 村 党 支 部 开 展 了“ 乡 村 好 人 大 家

学”、“双星”创建、“文明家庭”评比、“先进

双 联 户 ”评 比 等 活 动 ，深 入 开 展 群 众 性 文

明 创 建 ，大 力 宣 传 农 村 先 进 典 型 ，积 极 推

动 全 民 健 身 、文 化 娱 乐 等 活 动 ，引 导 群 众

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凝聚起崇德向

善的正能量。每到重要节庆假日，党支部

还以“双联户”为单位进行文艺汇演，这些

演出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生活，也极

大 地 抵 制 和 杜 绝 了 广 大 群 众 酗 酒 赌 博 的

陋习，对农村良好乡风的形成起到了很大

的助推作用。

农村美不美，一看环境，二看民风。培

育良好民风，道德风尚是核心，文明习惯是

基础，文化活动是载体。乡村治理的关键因

素在于人，只有农民的文明素质和文化素养

提高了，致富技能加强了，具有了“造血”功

能，新农村建设才能长足发展，不乏动力。

参与农村文化活动的广大农民群众，才是新

农村文化的主角。

农村美不美，一看环境，二

看民风。乡村治理的关键因素

在于人，只有农民的文明素质和

文化素养提高了，致富技能加强

了 ，从 夯 实 乡 村 建 设 的 基 础 做

起，精准发力、驰而不息。对此，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要瞄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制约

乡村发展的突出短板，也是制约

乡村民生改善的突出问题，必须

下大决心、花大投入、下大工夫予

以补齐和解决。要科学规划，多

主体参与，使乡村路、水、电、气、

网等基础设施切实得到改造提

升，使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

水平切实得到大幅提高。

二 要 瞄 准 加 快 改 善 乡 村 人

居环境。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

的基本要求。要因地制宜探索

多元化运作模式，完善责任和工

作机制，以垃圾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

全面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计划，切实使乡村人居

环境得到改善。

三 要 注 重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以改善

和保障民生为目标，瞄准和切实

解决乡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

问题。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不能为改

革而改革、为创新而创新，不搞“花架子”，克服形式主义，

切忌弄虚作假。

四 要 注 重 提 高 农 民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和 满 意

度。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否取得实效，最终表决权在农

民手里。有的地方，领导干部不善于深入乡村、农民中搞

调查研究，不了解乡村实际，不听取农民意见建议，做工作

往往凭一厢情愿、主观武断，结果导致工作没少做、农民不

满意。因此，一切乡村治理改革创新和政策措施，一切乡

村治理活动，都要紧紧围绕农民生产生活迫切需要和殷切

期望，都要尊重农民意愿，听取农民意见建议，一切从农民

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以农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为最终衡量标准，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开

展好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视频会议”精神，有序、有力、

有效推进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

役工作，全面推进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日前，拉萨市人

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赴曲水、尼木、墨竹工卡

等县（区）就秋冬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本次检查紧紧围绕“村庄清洁行动秋冬战役视频会

议”精神，通过走街串巷实地查看，清扫道路院落、清理垃

圾杂物、访问村居工作人员、了解村庄环境卫生及管理机

制建设情况。

从检查情况看，大部分村庄做到加强宣传，积极动员

群众参与，让广大村民认清此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做到家

喻户晓，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广泛参与到秋冬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来。

在拉萨河边，周围的居民经常会看到一位

“城市美容师”的身影，她就是仁青措姆。一个夹

子，一个蛇皮袋，靠着简单的工具，仁青措姆拖着

不太方便的双腿长年工作在拉萨河边。

为有效保护“母亲河”及周边的环境卫生，不

断提高拉萨市环境卫生整体质量，34岁的仁青措

姆长年肩负着拉萨城投洁达环卫保洁有限公司河

道清理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仁青措姆不仅要负

责拉萨大桥到迎亲大桥附近的河道清理工作，同

时还要负责给拉萨河上的鸟类投食。自从事河道

保洁及鸟类投食工作那一天开始，仁青措姆任劳

任怨、勤勤恳恳，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寒来暑往，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酷暑，每天她总是提前到

岗最后一个离岗，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而耽误

工作，仁青措姆良好的工作表现受到了单位领导

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仁青措姆住在城关区娘热乡环卫工人周转

房里，她每天早上 6 点准时起床，忙完家务事后，

仁青措姆便奔赴工作岗位开始一天的工作。“我

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电动车去北郊取鸟类

的食物，每当我拿着食物来到河边，鸟儿们都会

围着我飞来飞去。同事们开玩笑地说，鸟儿们看

到我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亲切，我对待鸟儿

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仁青措姆深情地说。

记者来到迎亲大桥时，看到仁青措姆正在将

一个个饼子用手掰成小块给鸟儿们喂食。她告

诉记者：“我刚刚完成了拉萨大桥到迎亲大桥河

段的清理工作，现在正在给鸟儿们喂食。现在这

个季节，拉萨河上的鸟类较少，每天只需要投放

200个饼子，等到了冬天鸟类会逐渐增多，每天就

需要投放 1200 个饼子了。”说完话后，仁青措姆

扛起了装满饼子的塑料袋，慢慢朝拉萨河边走

去。她熟练地跨过河边围墙，顺着简易梯子下到

了河边，开始召唤鸟儿们进食。在仁青措姆的召

唤下，鸟儿们开始飞向她投食的方向。“以前我投

食的时候，鸟儿们都会朝我站立的地方飞过来，

因为今天有陌生人在场，所以鸟儿们不敢靠近。”

仁青措姆介绍道。

仁青措姆告诉记者，她出生在昌都市一个偏

远的小山村里，没来拉萨之前，她一直在家靠种地

为生。为了增加家里的经济收入，仁青措姆离开

了家乡，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圣地拉萨务工。仁青

措姆刚到拉萨时，曾在一家宾馆从事保洁工作。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仁青措姆正式加入了环卫

工人队伍，一直负责着拉萨大桥到纪念碑段的沿

河垃圾清理及给拉萨河上鸟类投食的工作。

“刚参加工作时，因为觉得环卫工作既枯燥、

收入又低，我曾经想过辞职。工作 3 年后，我慢

慢地对这份工作有了感情，每天清理完沿河的垃

圾，我都会很有成就感，就像把自己的家打扫干

净了一样。前几年，拉萨河边的卫生条件特别

差，旧衣服、书本、建筑垃圾、动物尸体随处可见，

每天都要打捞上 4、5 车的垃圾，头一天清理干净

了，第二天又恢复了原样，当时的工作压力特别

大。而如今，虽说还有一些不自觉的人会将垃圾

倒入河内，但大多数市民的环保意识已经有了不

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市民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

现在拉萨河边的垃圾越来越少了，我负责的河段

每天最多能清理出 2 推车的垃圾。看到拉萨河

边的卫生条件越来越好了，我心里感到特别高

兴。”仁青措姆满脸笑容地说。

仁青措姆告诉记者，她特别喜欢自己现在的工

作，在从事环卫工作的 3年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向

单位领导请过一次假。“2年前姐姐生病住院，一直

到姐姐去世，我都没有请过假耽误过工作。姐姐住

院期间有时需要照顾，我就和同事换班，过几天再

还回去。”仁青措姆说。

记者发现仁青措姆的腿脚有些不方便，便随

口问了一句。仁青措姆告诉记者，拉萨进入雨季

后，河水开始上涨，沿河的垃圾比较难清理，只能

穿着下水裤进到水里进行作业。因为长时间在水

中作业的原因，仁青措姆的双脚患上了关节炎，随

着天气的变化有时关节炎就会发作，疼一阵子又

会好转。之前和仁青措姆一起工作的还有 5名同

事，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辞职了，这条河段最终

只剩下了仁青措姆 1个人，相当于原先 6个人的工

作现在需要她 1 个人完成。虽然工作任务变重

了，但仁青措姆没有一句怨言，仁青措姆告诉记

者：“看到河道干净了，我的心里才会觉得踏实，会

有一种满足感。”

现年 34 岁的仁青措姆至今未婚。她告诉记

者，姐姐在临终前曾嘱托她照顾好 2 个小侄女，

她一直铭记着姐姐的嘱托，在她有生之年一定会

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好 2个侄女。

上图：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通夏村全貌。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左图：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色果拉村村民清理村庄道路沿线垃圾。

本报记者 王珊 史金茹 摄

共筑美丽家园

图为仁青措姆在清理拉萨河边的垃圾。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风雨无阻 守护“母亲河”
—记“最美河道”保洁员仁青措姆

本报记者 央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