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3月 26日 星期四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吴江霞

编辑室电话：（0891）6335002
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雅砻新闻 77E-mail:xzrbzks@163.com

3 月的山南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随

着 3 月 16 日传统开耕仪式举行，雅砻大

地吹响了春耕生产的号角。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回大地，万物

复苏。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辛勤地耕耘，必

将换来明天丰收的喜悦。今年山南市计

划播种面积 50 万亩，随着一粒粒种子在

沃野里生根发芽，可以预计今年又是一

个丰收年。

传统仪式拉开春耕序幕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3 月 16

日恰逢藏历 1 月 22 日，按照藏历天文历

算推算，当天是开耕春播的吉日。一大

早，乃东区颇章乡阿巴村群众就穿上节

日的盛装，端着预示丰收的切玛，带上洁

白的哈达，赶着耕牛、开着拖拉机齐聚田

间地头，准备开耕仪式。

上午 10 时，司仪念完祈求丰收的祝

词后，人们先给耕牛喂青稞、敬青稞酒。

当天的耕牛头戴红缨，用清油擦过的牛

角上扎着哈达，牛背上装饰着日月辉映

的彩布，牛尾上还拴着五颜六色的羊毛

小球，甚是漂亮。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耕牛逐渐

被“铁牛（耕地拖拉机）”取代。但仪式

和人们对丰收的祈盼没有改变，开耕仪

式 上 的“ 铁 牛 ”同 样 被 打 扮 得 花 枝 招

展。与传统不同的是，人们把国旗插在

了耕地拖拉机上，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

爱。

“突突突……”耕地拖拉机耕下春耕

第一犁后，人们开始互献哈达、互敬青稞

酒，祈求风调雨顺。随即整齐地排列开

来，唱着歌谣，将一粒粒青稞种子均匀地

播撒在肥沃的土地上。

“春耕仪式后，大家就开始忙起来

了。”阿巴村党支部书记次仁说，“现在党

的政策好，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可高了。”

惠农政策增强群众干劲

次仁告诉记者：“现在，农民种地不

仅有种粮补贴，党和政府还制定了很多

惠农政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为了让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

来，3 月 16 日，洛扎县拉日乡拉隆村开

耕 仪 式 上 ，该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带 着 宣 传

资 料 ，面 对 面 向 群 众 宣 讲“ 四 讲 四 爱 ”

和 党 的 惠 民 政 策 。 与 群 众 一 起 算“ 明

白账”，教育引导群众淡化宗教消极影

响，崇尚科学，用勤劳双手过好今生幸

福生活。

近年来，沐浴着党的惠民政策，在驻

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拉隆村建起了温室

大棚，并成立了拉隆村索南巴农产品加

工专业合作社。

“目前，合作社有员工 16 名，主要生

产豌豆粉、黑糌粑、炒黑青稞等农产品，

年销售额约 26万元。”作为合作社的负责

人达瓦次仁感慨，“合作社之所以能发展

起来，得益于驻村工作队的帮助，利益于

党的好政策。”

洛扎县是边境县。近年来，在党的

惠民政策特别是边境小康村建设的帮助

下，当地群众走上了“小康路”，不仅人居

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群众的精神面

貌也大为改变。“随着农产品销路越来越

好，群众种粮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达

瓦次仁高兴地说。

科技支撑保障粮食丰收

农业发展，科技是支撑。近年来，依

托农用机械购置补贴政策，扎囊县扎其

乡孟卡荣村成立了国家级农机专业合作

社。如今，尝到了农业机械化甜头的孟

卡荣村群众，早已把开耕仪式用的耕牛，

换成了“铁牛”，但开耕仪式的传统还是

坚守着。

“开耕仪式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我们举行开耕仪式一是祈求风调雨

顺，有个好收成。二是教育群众不能忘

本，要靠辛勤劳动过好新生活。”孟卡荣

村村委会主任格勒说。

格勒告诉记者，该村农机专业合作

社有大大小小机械 27 台（辆），机械化耕

种，春耕用不了几天就能完成。

“我们家种 13 亩地，过去 8 个劳动力

一起种，要 4 天才能种完。现在，一天不

到就种完了。”该村今年 79岁的群培索朗

给记者算起了细账，一个劲地夸，“农业

机械化好！”

在减少种地成本、增加群众收入的

同时，也是劳动力的解放。如今的孟卡

荣村，已经从过去的产粮落后村，一跃成

为了有名的种子销售大村。“村里种粮多

的人家，仅一年销售种子就能增加收入

二三万元。”格勒说，“除此之外，劳动力

解放之后，群众外出务工的时间长了，一

年下来也能增加不少收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

全事关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农民群众是农业生产的

主力军，提高农民群众的种粮积极性，对

于确保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种

粮积极性，要做好以下工作。

要落实好党的惠农政策。党和国家

历来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解决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制

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农业农村农民

发展。好政策贵在落实，把这些优惠政策

落到实处，让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才能维护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种

粮积极性。要加大巡视和巡查力度，坚决

查处不作为、慢作为责任人。坚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家中，实际了解惠农政策落

实情况，清理、清除政策落实的“拦路虎”

“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确保惠农

政策原原本本落地落实。

要加快乡村振兴，让农民群众切实得

实惠。党的十九大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农民群众是主力军，推动乡

村振兴，关键在于增强农民群众参与乡村

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尽快

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领军

人才，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尽快走上“富裕

路”，让农民群众通过参与乡村振兴切实

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让农民群众切实

看到乡村发展的未来，增强农民群众热爱

农村、建设农村的积极性，增强农民群众

种粮的积极性。

要 结 合 实 际 ，走 好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之

路。种粮不是简单的问题，种粮合不合

算，农民群众最清楚。提高种粮收益，是

提高农民群众种粮积极性的有效“助推

器”。在做好土壤改良、培育优质高产种

子、推广科学种粮的同时，减少种粮成本、

提高种粮收益也很重要。农民种植粮食

的目的，不仅要端牢饭碗，更多的是增加

经济收入。从这方面来说，增加粮食产业

增加值就显得很重要。要结合实际，培育

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品，尽快形

成品牌优势和品牌效应，从而提高种粮收

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种粮积极性。

本报洛扎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者从洛扎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该县将确保年底涉农整合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92%

以上，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该县将全面梳理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找准问题根源，及时补齐

短板和突出问题。切实抓好产业项目，切实加强管理，健全利益联

结机制，提升效益。完善资料台账，培养政策明白人，确保底数清、

情况明。组织实施饮水安全排查工作，严格按照水质检测相关要

求，确保从根源上防止污染。尽快梳理整合涉农资金和民生资金，

确保年底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92%以上。切实抓好群众增收工作，发

挥好务工联队作用，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做好宣传引导，

讲好基层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故事，凝聚社会

发展正能量。

建成奶牛养殖基地、公牛犊短期育肥基地、

葡萄种植基地 3 个产业基地，年均带动群众务

工 3700 人次，户均增收 8000 元以上。在雷阿妹

等人的努力下，桑日县桑日镇洛村脱贫攻坚交

出了优异的答卷。

雷阿妹喜欢基层，热爱基层，到边远地区工

作是她的梦想。2016 年，得知国家招录大学毕

业生支援西藏的消息后，她放弃了与上海市一

家三甲医院签订的工作，通过考试，成为山南市

桑日县桑日镇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并于 2018

年，经组织选拔担任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到基层，进农家。”为了尽快熟悉村里的实

际情况，到洛村后，雷阿妹仅用 1 个月的时间跑

遍了该村 49 户人家；重点拜访了村里老党员、

老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虚心求教，认真倾听

群众的诉求。

在充分调研，反复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商

量后，雷阿妹等人为洛村确立了“支部+基地+

群众”三级联动增收路子。

为了建设奶牛养殖基地、公牛犊短期育肥

基地、葡萄种植基地，雷阿妹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看树苗到了修剪的时候，没人修剪，学医

的她自学修剪技术，当起了“园艺师”。并且，

能干的她很快成了“多面手”，种、收青稞的时

候，她与群众一块儿劳动，很快成了熟练的“农

民”；见村里老人、孩子头发长了，她买来理发

设备，当起了“理发师”；寒、暑假时，见孩子们

没人辅导功课，她客串当起了“教师”；村里修

路时，她和群众一道投工投劳，一起搬运建筑

材料，当起了“搬运工”。

此外，得知村里部分群众外出务工时，因务工小票丢失，没领到工资，雷

阿妹主动联系桑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铁八局，经过反复沟通，帮打

工群众要回了 1.7万元欠薪；得知村民德吉白玛因意外摔伤住院，急需医疗费，

她送去了仅有的 5万元积蓄。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两年来，雷阿妹实事、好事

做了“一村子”。她以共产党员的担当，在群众中留下了好口碑。“谁说女子不

如男，阿妹书记干得可好了。”该村老人巴桑曲吉血压高，雷阿妹经常义务帮

老人测血压、送医送药，巴桑曲吉老人说：“现在，村里人都说，跟着阿妹书记

干，我们一定能建成小康社会，过上幸福生活。她的威信在村里可高了。”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今年以来，山南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五措并举，加强

野生动物交易监管。

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该局从严从快关闭

了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并通过在主流媒体发

布倡议书、在农贸市场张贴公告、在知名网上

订餐平台发布信息等方式，加强禁止野生动

物 交 易 宣 传 。 畅 通 投 诉 举 报 渠 道 。 发 挥

“12315”平台作用，实行 24 小时人工值守，实

时关注并跟进消费者来电诉求，特别是野生

动物交易行为方面的投诉举报。截至目前，

未接到野生动物交易行为投诉举报。持续开

展市场巡查。组织执法人员重点对农（集）贸

市场、餐饮行业、土特产店等重点领域，肉及

肉制品索证索票情况，尤其是猪肉“两证一报

告”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肉类来源可追溯；严

禁采购、使用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动

物肉类及肉制品。组织联合执法行动。联合

市农业农村局、林业草原局、公安局等有关部

门，开展市场专项检查，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强化电商平台（网站）和广

告监测监管。加大网络监测频次，对重点电

商平台开展专项检查，对可能涉及野生动物

的菜品进行屏蔽下架。通过监测排查，没有

发现销售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行为存在。截至

目前，该局共排查农（集）贸市场 314 户次，检

查经营户 7190 户次（其中餐饮行业 1819 户次、

农贸市场经营户 3717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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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扎县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隆子电（记者 段敏）日前，隆子县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为契机，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普法宣传，并开展食品

安全检查。

该县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立宣传点，发放《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食品安全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应知

应会宣传材料等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群众知法懂法，提高维权

意识，保障自身权益。同时，对曲古塘村餐饮行业、食品销售行业进

行了检查，重点检查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小作坊登记证、健

康证等证照是否齐全，所销售商品是否合规合法。共检查商户 10

家，没收超保质期食品 96 袋（盒）。对存在销售过期食品的商户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认真整改，知法守法，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

隆子县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日前，曲松县消防救援大队对该县

粮油仓库、物资存放点等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情况进行了检查。

图为检查人员在查看灭火器情况。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春天，我们种下希望
——山南市春耕春播见闻

本报记者 段敏

山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举措”加强野生动物交易监管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今年以来，山南

市人社局把稳就业放在工作首位，多措并举

保持就业形势稳定。

全面加强岗位开发。该局以实现富余农

牧民、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为首要目

标，采取电话开发、微信开发、网络开发等措

施，以项目建设、农牧业发展、服务行业等为

重点，加强岗位开发。截至目前，共开发 352

家企业网上招聘岗位 8765 个，其中，高校毕业

生就业岗位涉及 48 家企业、提供招聘岗位 447

个，农牧民就业岗位涉及 304 家企业、提供招

聘岗位 8318 个。着力推进规模就业。全面摸

清全市劳动力情况和复工规模化企业用工需

求，推动集中就业、整批就业。强化线上服

务。加强西藏公共就业招聘网管理，明确市、

县专职运营管理人员 13 人，积极动员和指导

用工企业、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线上注册、线

上招聘、线上面试，截至目前，注册企业 15 家，

发布有效岗位 100 个。对劳务派遣公司、职业

介绍中心、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公司等搜集的

就业岗位及时整理汇总，通过山南市美程招

聘网络平台发布，截至目前，发布 163 家用人

单位有效岗位 1688 个，接收个人简历 25份，求

职成功 10 人。结合需求，拟定培训计划。根

据高校毕业生情况和农牧民群众转移就业需

求，今年拟定培训班次 267 期，涉及各类劳动

力 12868 人。目前已开班 2 期，在训学员 70

人。

山南市人社局

开发岗位保持就业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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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山南市各地农民群众

纷纷举行隆重的开耕仪式，以传统形

式庆祝春耕，播下青稞种子，拉开农

业生产的序幕。

图为扎囊县吉汝乡热正岗村开

耕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开耕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