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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出效益“聚”来活力
——林周县力推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本报记者 裴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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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

多举措保障企业顺利生产

城关区

拎好市民的平价“菜篮子”

今年 58 岁的刚琼是林周县边交林乡卡

优村人。2010 年 8 月，在乡党委、乡政府的帮

助下，刚琼带头成立了边交林乡农牧民施工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主要负责路桥、房屋的

修建。林周县边交林乡合作社自成立至今，

共为林周县输出农牧民劳动力近 2000 余人，

带领农牧民学习操作技术、推荐就业共 300

余人，带动 50 余户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刚

琼也成为了边交林乡带头致富第一人。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被喻为农牧民群众

增收致富的“加速器”，为乡村振兴凝聚了新

动能。近年来，在拉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林周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呈现出快速

健康的发展态势，在推动农牧业经营方式的

转变带动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引导农牧民

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增收致富上，发挥了重

要的引领带动作用。截至目前，林周县在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共有 200 余家，且 80%的合作社成员人

数普遍为 20—30人。

在强嘎乡强嘎村，村民多吉次旦一直掌

握着传统制作藏香的技能，他想扩大规模，

与联户单位内的成员合作申办藏香加工厂，

带动大家一起创收。但村民对这方面的政

策不了解，也没有足够的资金。通过强嘎乡

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为村民

多吉次旦解决了建厂用地等实际困难，使其

顺利地组织联户单位内的家庭集资，扩大了

原有的“神珠宝”藏香加工合作社的规模。

藏香合作社规模的扩大，不仅使民族手工制

作藏香这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带动周边群

众通过种植制作藏香所需的草药增加了收

入来源，同时也为农牧民群众提供了多个就

业岗位。

林周县委、县政府积极鼓励有生产能力

的种养大户建办、大力支持村干部带头建

办、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

严格按照拉萨市《关于引导和促进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全

面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惠政策。把合

作社建办和规范提升作为产业扶贫和稳定

脱贫的大事，围绕畜牧养殖、糌粑加工、农机

合作等特色优势产业，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增

收致富能力。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不断推动了

农牧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林周县罗玛仓农

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立足农牧业大县县

情，注重在为农业服务上做文章，在强嘎乡

曲嘎村以村委会主办、村民参与监督方式建

立投入注册资金 531.59 万元，积极探索整村

开展青稞、小麦、饲草、青饲玉米、土豆生产

半程托管社会化服务，有力推动了新的生产

经营方式在农牧民中的传播，促进了农牧民

思想上的转变。同时，合作社将农户土地进

行流转，科学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有效整合

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解放了劳

动力，为促进林周县的其他乡镇、村组农牧

业经营方式转变，作出良好示范。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林周县农牧民合作

社在“畜牧养殖、糌粑加工、农机合作、工程

施工队”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农牧大县

特色的合作组织，有效带动和助推林周特色

产业发展壮大。

林周曲热隆仁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糌粑产业为主导、其他相关产业并举

的经营机制，对糌粑经营商采取“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对青稞种植、多

元经营商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

式，凭借其特点和优势，对外加强与企业市

场对接，对内加强内部管控通过规模经营、

统一销售，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费用，实行统

一产品质量标准、价格，逐步打出具有林周

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通过建立“合作社+搬迁点贫困户”的模

式，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为农

牧民脱贫增收拓展了创业渠道，提供了多种

选择。

林周县卡孜乡白且手工合作社，致力于

民族传统手工艺美术文化的传播以及传统

民闾手工艺品的开发设计、加工、销售，合作

社吸纳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32人就业（含 14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原来农牧民单打独斗、

小规模、分散式的生产经营转变为组织化、

规模化、标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有效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同时，逐步转变了农牧

民的就业生产观念，在全县树立起激发众干

事创业的“正能量”典范。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在过去的 1 个多月里，拉萨

市蔬菜供应充足不断档，从生产基地到运送站（点）再进入

蔬菜直销点，蔬菜供应链一直保持正常运转。在供应链中

的环节中，城关区增加了流动直销点，让市民在家门口就

可以买到放心平价菜，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为进一步保证市场稳定、食品质量安全可靠，城关区

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并积极采

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应急储备，全力确保全市范

围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肉类等物资货源充足、价格平

稳、品质可靠，促进市场秩序良好运行。

充分利用城关区及周边县区的蔬菜温室大棚，优先采

购本地蔬菜，调动菜农积极性，提供菜农与市民直接交易

的平台，保障蔬菜供应。同时，积极协调内地蔬菜供应商，

从山东、四川和青海等地调运充足的米面、粮油、蔬菜、水

果、肉类等生活物资，确保满足市场需求。

本报拉萨讯（记 者 鹿丽娟）近 年

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养

生与健康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主要追

求，健康安全、零污染的有机食物也随

之出现在了百姓的餐桌上。近年来，尼

木县大力发展有机食品产业，打造有机

食品品牌。

尼木县按照农业产业“三步走”思

路（第一步，实现尼木县果、蔬、菌、肉、

奶、蛋的自给；第二步，填补拉萨市果、

蔬、菌、肉、奶、蛋的市场缺额；第三步，

作为区内外农业龙头企业高端产品生

产基地）和农业产业“3212 工程”目标

（“3”即实施三年行动方案；“2”即在麻

江、帕古、续迈北部三乡发展一个牦牛

标 准 化 养 殖 与 产 品 深 加 工 区 和 在 吞

巴、塔荣、尼木 3 乡镇发展现代设施蔬

菜、藜麦种植为主的农业产业发展区；

“1”即建成一条自尼木乡乌米地区至

卡如乡赤朗村 40 公里以果品产业为主

的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带；“2”即发展设施农业、牦牛两条产

业链）持续推进有机农业发展。

今年积极打造有机基地 5550 亩，

种植有机藜麦 1000 亩、雪菊 350 亩、有

机油菜 1500 亩、青稞 2000 亩、土豆 500

亩、有机蔬菜 200 亩，并在尼木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种植樱桃 300 株，

葡萄 600 株，林下种植草莓、西瓜等有

机作物。

计 划 养 殖 牦 牛 1300 头 ，生 猪 500

头，奶牛 240 头。目前，尼木奶牛养殖

场项目正在办理前置手续；续迈乡生猪

养殖场二期项目、麻江乡牦牛短期育肥

基地及其续迈、帕古、尼木分厂项目已

开工建设。在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创建示范区”荣誉称号并取得“牦牛、雪

菊、藜麦”3个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基础

上，保持“土豆、油菜、青稞”3 个有机转

换证书的有效性。“尼木藏鸡”“尼木藏

鸡蛋”“尼木菜籽油”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商标，“尼土尚品”取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认证。农业产业“第一步”“第二步”

得到积极推进，力争 2020 年实现“第三

步”。

近年来，拉萨市各县（区）不

断蓬勃发展的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在推动农牧业经营方式的转

变带动县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引

导农牧民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增

收致富上，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带

动作用。笔者认为，要针对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短

板问题，在管理规范运作、提升

产业化水平、增强农牧民合作意

识等方面，促进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又好又稳地发展。

要大力推动品牌建设，做好

示范合作社创建工作。相关部

门要下大力气，组织符合条件的

各类农牧民合作社在申报市级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的基

础上，积极申报国家和自治区级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在县

（区）多打造一批“市字头”乃至

“区字头”“国字头”的示范社。

要结合大学生就业政策，多

鼓励、引导、支持大学生回乡创

业、到合作社任职。要举办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重点对合

作社相关规定、经营管理、财务

核 算 、品 牌 意 识 等 方 面 进 行 培

训。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要协同

农业和农村部门，对合作社的注

册创建、日常运作监管等进行动态管理。

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增强合作社生机活力。加大

对农牧民合作社的政策扶持力度，推行“党建+合作社+

基地+标准化”等经营方式，坚持“党建引领、合作经营、

服务三农、发展经济”的原则，发挥合作社经济组织在产

业增收、农牧民致富、脱贫攻坚等领域的重要作用，为乡

村振兴战略凝聚新动能，推动全市农牧业全环节升级、

全链条增值。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

珠）为致敬和学习雷锋精神，近

日，拉萨市曲水县达嘎镇其奴

村“两委”成员、驻村工作队、

其奴村共青团及各组妇女主

任组成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在

辖区开展“助人为乐、关爱妇

女”活动。

在现场，记者看到她们不

怕脏、不怕苦、不怕累、不嫌麻

烦，拿着扫帚、铁锹、抹布，走

进年老体弱妇女的家中。又

是洗衣服，又是对屋内屋外进

行打扫和清理，心灵手巧的妇

女们还给老年妇女剪指甲、洗

头发。

“全村妇女干群一起参与

进来，共同关爱那些需要关爱

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巾帼志愿者面对记

者，说出了妇女共同的心声，

“干活都会脏，都会累，但我们

明白，只有把最脏最累的活干

了 ，才 有 我 们 共 同 的 美 丽 乡

村 ，老 年 妇 女 们 才 有 干 净 的

家。”

在现场，巾帼志愿者还不

忘给她们讲解妇女卫生保健知识和疫情防控知识，语言表

达和讲解方式活泼生动，吸引了村里老年妇女集体学习，

场面甚是热闹，欢声笑语不断。

通过妇女卫生保健和防疫知识的科普，村里的妇女们

更深入、更科学地了解了妇科疾病的保健与预防，为全村

妇女身体健康提供了知识保障。同时，干部和党员妇女鼓

励她们要不断学习，自强自立、自尊自爱、做好促进家庭和

谐幸福的带头人。

“她们不仅帮我们干活，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热

心地给我们普及妇科疾病预防知识，让我们意识到要改掉

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的身体，不给家里添麻烦

添压力。”老年妇女卓嘎激动地告诉记者。

3 月是学习雷锋精神月。最后，巾帼志愿者纷纷道出

心声：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主动作为，为社会作出更多的

贡献。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近日，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

多措并举保障企业顺利生产，全力打好“精准服务牌”。

为了帮助企业纾解困难，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靠前服

务，用心想企业所想，及时收集、汇总和解决企业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为企业提供有效

管用的服务举措，倾力倾情当好信息沟通的“联络员”、惠

企政策的“推广员”和问题困难的“协理员”，全力保障企业

顺利生产。

达孜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覃雨菲介绍，目前，

达孜工业园区保障顺利生产企业 8 家，主要集中在民族手

工艺、食品、医药等领域。下一步，将继续就企业所需所想

所盼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切实为企业做好服务。

图为，墨竹工卡县近日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一年之计在于春，正值春播好时

节。连日来，拉萨市各县（区）按照农

牧民群众需求及配方施肥技术要求，

积极订购和及时发放化肥，进一步加

快了春播工作的推进步伐，保证了不

误农时。

图为墨竹工卡县为农牧民群众

发放订购的化肥。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不误农时

备春播

城林扶贫搬迁惠民绿化有限公司

在蔡村启动造林绿化工程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近日，

拉萨市城关区恩惠苑社区城林扶贫搬迁

惠民绿化有限公司在城关区蔡公堂街道

办事处蔡村启动造林绿化工程。

此工程是恩惠苑社区城林扶贫搬

迁惠民绿化有限公司第一个独立实施

的项目。据该公司董事长次仁巴珠介

绍，此项目属于“西藏“两江四河”流域

城关区 2020 年度造林绿化工程”，总投

资 313 万元，设计规模 32.67 公顷（490

亩），预计投入 1000 人次，种植江孜沙

棘 11万余株。

“社区成立的公司，不仅解决了我们

搬迁户就业问题，还学会了造林绿化技

术，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正在进行

围栏作业的布琼，原先是拉萨市林周县

阿朗乡的村民，2016 年，在拉萨市实施

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下，一家人迁入了

恩惠苑社区，在社区成立公司时，第一时

间加入了项目开工建设。

据介绍，该项目不仅可以进一步提

升城关区林木面积、增加林木绿化率，有

效改善城关区蔡公堂生态环境，还有助

于改善区域气候、提高生态承载能力。

同时，通过造林绿化劳作增收，有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恩惠苑社区为发展社区

集体经济、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改

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活水平，在第七

批驻村工作队与社区“两委”的带领下，通

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于 2018年 9月，成立

了恩惠苑社区城林扶贫搬迁惠民绿化有

限公司暨恩惠苑社区集体经济项目，主

营生态园林、城市绿化、绿化道路、公园基

础设施、种植苗圃等。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城关区绿化和生态环境，着力

打造高原特色生态，建设高起点、高质

量、高标准、全方位绿化和美化蔡公堂

香嘎沟，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大力提升城关形象。借此契机，蔡

公堂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和恩惠苑社区

吸收易地搬迁群众精准就业、增加收

入，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能力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