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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家 新 业 新 生 活
—拉萨市城关区恩惠苑社区带动群众增收记

本报记者 央金 格桑伦珠

建设团结美丽健康幸福新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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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雄县麦灵村村民桑吉：

摆脱等靠要 勤劳谋致富
本报记者 刘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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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艺汽车维修店店长李天明：

脚踏实地创造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林周县卡孜乡家禽注射疫苗实现全覆盖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近日，林周县卡孜乡各村

按照乡农牧综合办制订的工作方案，第一时间动员村

级防疫员、科技特派员及“双联户”户长等力量，精心

组织、狠抓落实，积极宣传禽流感疫病的危害性，要求

防疫员要做好圈舍消毒及自我防护工作，使注射家禽

疫苗率达到 100%。经统计，此次共注射 273 只鸡，卡

孜乡家禽注射疫苗实现全覆盖。

为切实做好家禽禽流感疫病防控工作，确保卡孜

乡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县农业农村局近期重点

工作安排，该乡联合林周县畜牧站开展家禽禽流感疫

病防控工作，县畜牧站包乡技术人员与乡农牧综合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到各养殖户家中进行监督和指导。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想要让自己脱贫致富，就要改变固有的

‘ 等 靠 要 ’传 统 思 想 观 念 ，勇 敢 地 走 出

去，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致富增收。只

有这样，才能为家人谋求更好的生活，

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拉萨市当雄县宁中乡麦灵村村民桑吉

说。

1985 年，桑吉在宁中乡麦灵村出生，

家中有 5 口人，劳动力 2 人。由于家中牲

畜极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家庭收入方

式单一，缺少劳动技能，被确定为麦灵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 年 ，村 委 会 先 后 多 次 深 入 桑

吉 家 进 行 政 策 宣 讲 解 读 ，无 偿 提 供 场

所 开 设 小 卖 部 ，并 决 定 借 给 桑 吉 家 1.5

万元启动资金。通过桑吉几年的不懈

努力，实现家庭收入每年稳步增长。

2018 年 4 月，桑吉一家通过搬迁脱

贫政策，住上了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桑木村的 80 平方米安置房，房屋有电、

自来水、独立的卫生间，家具及生活设

施配备齐全。3 个小孩均在羊达乡小学

上学。搬迁至堆龙德庆区桑木村之初，

桑吉在搬迁点附近一家超市务工，每月

有 3500 元的工资。老公白玛杰布购买

了 一 辆 车 ，在 堆 龙 德 庆 区 从 事 散 客 运

输、为超市送货的工作。2018 年，桑吉

一家积极响应区市县党委、区市县政府

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主动脱贫，勤劳

致富，成效显著，2018 年家庭年人均收

入达 9000 余元。

桑吉一家通过转移就业等方式勤劳

致富、依靠自身努力脱贫的行为深深地

感染着众人，为宁中乡贫困户依靠自身

勤劳致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就像修一座高楼大厦，只有地基打

得足够牢固，楼才能修得高。人也是一

样，只有一步一步地将脚下的路走好，先

把基础打好，有了过硬的本事你才有资

本去创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拉萨市

城关区宏艺汽车维修店店长李天明说。

出 生 于 四 川 遂 宁 的 李 天 明 现 年 35

岁，维修经验却有将近 20 年了。“小时候

家里穷，我 15 岁就出去打工了，最开始进

入的行业就是维修行业。当时，师傅教

什么我学什么。”李天明告诉记者。

当李天明拿到第一笔工资时，他首

先做的事情就是将大部分钱交给家里，

剩下的钱买了自己心仪的玩具。家人

开心的笑容和玩具给自己带来的满足

让李天明明白，只有好好学技术，才能

够 赚 更 多 的 钱 ，才 能 守 护 住 家 人 的 笑

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玩

具我现在还留着，至今还保存完好。”李

天明笑着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李天明脚踏实地，技术越

来越好，从学徒成长到正式员工，又从正

式员工成长到带徒弟的师傅。偶然一次

机会，他接待的一位客人觉得他为人不

错，技术又过硬，便邀请他来拉萨开店，

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李天明思考片

刻便答应了。2015 年，他来到了拉萨，正

式开始了自己的拉萨生活。

学无止境，这是李天明的座右铭，即

便成了店长，他仍然不放弃努力学习、自

我提升的机会。“如今的社会日新月异，

什么手机电脑都是随时更新，汽车也是

一样，我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李

天明告诉记者。

当谈及到对拉萨的印象，李天明说：

“拉萨被称为小四川，饮食之类的都很习

惯，这让我感觉很舒服。”

2019 年，李天明将自己的老婆和孩

子也接到了拉萨。他告诉记者：“如今

的西藏经济发展迅速，和内地差不多，

将他们接过来，我也觉得放心。”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是 精 准 扶 贫

“五个一批”工程的重点内容，是

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问

题的根本之策，是新时期党和国

家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是切实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观要求。对

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

件，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

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多年来，我区通过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有效改善了搬迁群众

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群众增

收致富渠道、保护了原居住地生

态环境。易地扶贫搬迁是扶贫

效果最好、最彻底的扶贫措施，

但在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

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深

思。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一项

社区再造和重建工程，还是一项

人口分布、资源环境、经济社会

重新调整与完善的系统工程，不

但涉及安置住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而且涉及搬迁

群众就业创业、社区管理、文化

传承等诸多方面。这项复杂的

百年大计工程，将直接关系到脱

贫攻坚的成效，关系到贫困群众

的切身利益。

笔者认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打消搬

迁户思想上存在的顾虑是十分重要的。据笔者了解，

我区大部分搬迁群众搬迁意愿强烈，认为搬迁带来了

交通、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上学、就医的方便，但仍

有极少数搬迁群众因为文化水平较低，且没有一技之

长，担心搬迁后面临就业和生活的问题。这就要求我

们在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要注重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挪穷窝”与“换穷业”同步，将“搬迁是手段，

脱贫是目的”的理念贯穿于安置区选址、安置模式选

择、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建设和后续产业发展及就业扶

持的全过程。

易地扶贫搬迁，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过程

中，应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

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脱贫

意识，加大对搬迁群众发展生产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

度，大力弘扬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充分激

发搬迁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断提高搬迁群众

的自我发展能力。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近日，拉萨城投洁达环卫

保洁有限公司组织一辆高压冲洗车和 6 名环卫工人，

对林廓东路沿街商户门口被污染的路面进行全面清

洗。

拉萨城投洁达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巡

查时发现，拉萨市老城区内的林廓东路沿街商户门口

有较大面积的油渍污染，影响市容市貌和交通安全，

在对沿街商户进行教育的同时，及时组织环卫工人对

该路段进行清洗，经环卫工人近 6 个小时作业，提高了

路面洁净度，还原了路面本色，避免过往行人摔倒，确

保了市民干净出行。

“王大姐，你帮我挑一点新鲜

的青椒。”

“好嘞，你等一下。”在药王山

菜市场，一个身穿蓝色防污长袍的

大姐爽朗地回应着，然后认真且熟

练地在摊位前挑选青椒。被称为

王大姐的妇女名叫王秀，如今已经

在拉萨卖了 20多年的菜了。

现年 39 岁的王秀是四川绵阳

人 ，有 着 四 川 女 人 典 型 的 娇 小 身

材。因长期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发

红。与之娇小身材不同的是，她有

着爽朗的笑声，说话声音洪亮，见

谁都是笑脸相迎。

王秀最早来到西藏的原因是

因为亲戚在这边，他们告诉王秀这

边 好 赚 钱 ，结 果 她 一 待 就 是 20 多

年。“如今的西藏变化很大，什么都

有，和内地没什么区别。”王秀笑着

说道。

王秀称自己是半个拉萨人，20

多年的拉萨生活，让王秀已经习惯

了拉萨的生活节奏。不管冬夏，每

天凌晨 4 点不到王秀就骑着三轮车

去市场批发蔬菜，回来后稍眯一会

就做早饭，吃过早饭后两口子一起

出来摆菜摊。

在王秀摊位上买菜的客人大

部分都是熟人，前来王秀摊位上买

菜的张先生夫妇说，王大姐人缘很好，待人热情，他们都

是回头客。“我在她家都买了好多年的菜了，价格公道，

菜也好。”

当问及平常空闲时都在做什么时，王秀说：“几乎没

有闲下来的时间，没顾客的时候就检查检查菜、算算账

之类的，或者整理整理第二天上菜的清单。”

王秀告诉记者，当年刚来到拉萨从事卖菜营生时，

他们的条件比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意做得

有起色了，也在拉萨立足了。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

将来有个好的出路，他们拼命劳作供孩子上学。现如

今，孩子已经在读高中了，学习很好，让他们很放心。“看

着孩子有出息，就算再苦再累也觉得值得和幸福。”说起

孩子，王秀满是欣慰。

“幸福岁岁万年长，美酒献给你，请你喝

下；祝福送给你，请你收下，索索呀拉索……”

藏历新年临近，在恩惠苑社区“德卡”制作点，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制作

着精美的“德卡”。他们中，有的往灶炉里添

着柴火，有的揉着面团、擀着面饼，有的在油

锅里炸着“德卡”，大家分工明确、各尽其责，

成形的“德卡”出锅后被送到一旁的仓库，等

待风干入箱。

作为拉萨市城关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恩惠苑社区，居住着来自城关区、林周县和

空港新区的 700 户 2848 名易地扶贫搬迁群

众。从林周县搬迁到恩惠苑社区的次仁巴珠

不仅是该惠民工程的受益者，也是该社区的

管理者。搬迁后，次仁巴珠担任了社区主任，

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富裕、安康的生活成为

次仁巴珠和社区各负责人的共同目标，他们

一直围绕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为了增加社区困难群众的经济收入，减

轻社区群众购买年货的经济负担，次仁巴珠

和另外几位社区负责人商量后，决定在社区

北面搭建一处“德卡”临时制作点。

“我们开工已经十几天了，由于需求量比

较大，我们每天都在加班制作，目前已经制作

完社区内 700 户群众的 700 套‘德卡’。接下

来，我们还要完成社区外顾客预定的近千套

订单。按照订单情况和加班量来看，今年应

该是个增收年。”恩惠苑社区主任次仁巴珠高

兴地说道。

“今年，不出社区大门就能买到价格实

惠的年货，实在是太好了。你看，市面上这

款‘德卡’一套需要 120 元左右，可社区为了

给我们减负，只需要支付 45 元就能拿回家，

这个价格连本钱都不够，太实惠了，我从来

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德卡’。算一算，社区

为我们每户群众节约了 75 元，为全社区居民

节约了 5.25 万元，社区为我们确实办了件实

实在在的好事。”恩惠苑社区群众卓玛激动

地说。

“我们给恩惠苑社区群众定价‘德卡’一

套 45元，属于亏本销售。针对市场，我们定了

4 个价格：大众版 100 元和 120 元；特定版 150

元和 200元，顾客需要提前预订。为方便广大

顾客，我们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次仁巴珠

介绍说，“社区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社区 21户

困难群众的经济收入，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

购买年货，过个安全快乐的藏历新年。当然，

销售‘德卡’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将作为社区教

育资金，用于寒暑假期间邀请辅导老师，为社

区内的留守儿童辅导功课。”

“我从林周县搬到恩惠苑社区后，日子

越过越好了。这里离拉萨近，社区内基础设

施齐全，服务也十分贴心。最让我们一家感

到高兴的是，丈夫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有

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女儿也在附近上学，我

也学会了很多技术活，我们再也不用因为天

气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而担忧了。社区开

办的‘德卡’制作点，不仅可以让大家买到价

廉物美的‘德卡’，还可以增加我们困难群众

的收入，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今年，我计

划用制作‘德卡’获得的经济收入为家里置

办年货，给孩子们买新衣服，过一个年货充

足的新年！”恩惠苑小区易地搬迁群众次尼

央措满意地说道。

市民达珍说，她好几个朋友家的“德卡”

今年都是从恩惠苑社区购买的，听说价格便

宜，质量也很不错，而且最主要的是“德卡”制

作 点 属 于 精 准 扶 贫 项 目 ，可 以 帮 助 困 难 群

众。这次过来一看，无论是外观还是质量，她

都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便预订了 6套。虽然该

销售点离市区远了一些，但可以买到满意的

年货又能做好事，真是两全其美。

随着藏历新年临近，近日，墨竹工卡县委、县政府

与电力公司联合在嘎则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举

行藏历新年慰问暨物资发放活动，向 486 户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送去关怀和温暖。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拉萨环卫部门力保市民干净出行

安居又乐业

搬 迁 是 手 段 ，就 业 是 路 径 ，脱 贫 是 目

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不仅住进了新房，还

通过政府提供的就业信息、技能培训找到了

工作，真正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

易地扶贫搬迁要求。

图为拉萨市城关区恩惠苑社区“德卡”

制作点的搬迁群众正在搬运新制作出来的

“德卡”，并送往顾客家中。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央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