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4月 15日 星期三

主编：卢有均 责编：吴江霞

编辑室电话：（0891）6335002
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幸福民生 66E-mail:xzrbzks@163.com

暖阳融冬雪，寒退觉春生。巍峨雪山

下，广袤的吉汝草原嫩草抽新芽。

西藏岗巴县吉汝村牧民次仁巴桑恬适

地坐在草地上，喝着热气腾腾的酥油茶，不

时望着满山坡的羊群，古铜色的脸庞绽放

着笑容。

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好！）

次仁巴桑的喜悦，来自西藏日喀则军

分区总投入 45万余元岗巴羊养殖项目。

翻开军分区党委助力脱贫攻坚的厚重

篇章，岗巴县吉汝村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

页。

“这两年，托了底，暖了心，见了金，群

众生活有滋有味！”刚从岗巴县扶贫一线回

来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政治委员杜永红感

慨地说。

杜永红说的这两年，是军分区聚力帮

助驻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两年。

自 2018年以来，军分区立足自身实际，主动

配合驻地党委、政府，整合军地支援力量，

创新集产业扶贫、思想扶贫、组织扶贫、教

育扶贫、乡风文明扶贫、健康扶贫“六位一

体”的扶贫共建模式，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扶贫答卷”。

日喀则是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主战场

之一，摆在眼前的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困难大，决心更大。“精准扶贫的关键

在产业发展”，军分区党委凝成共识，以驻

地政府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为引领，发挥

部队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大力扶持

特色扶贫产业项目，积极参与贫困村（居、

街道）基础设施建设。

在距离日喀则 480公里的萨嘎县杰村，

村民次旺普尺正在田间抓紧春种作业，与

以往不同的是，以前的耕牛变成了农用拖

拉机。

“解放军送来的拖拉机，顶得上 10头耕

牛！”次旺普尺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脸上

笑开了花。2018 年军分区某边防团出资

24500 元为普尺一家购买了这台拖拉机，极

大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授人以渔，效果立竿见影。一组数据

令人欣喜：2018 以来，军分区先后投入 56

万元为岗巴县吉汝村、江孜县努马村修建

温室大棚，投入 75.5 万余元用于定结县芒

热村肉鸭饲养基地建设、岗巴县岗巴羊养

殖项目，投入近 30 万元用于援建江孜县玉

村农田灌溉水利设施、粮食加工坊……

“岗巴羊在西藏家喻户晓，正逐步走向

全国。”岗巴县县长扎西旺堆喜笑颜开地

说，“岗巴边防营结对帮扶的贫困对象，年

均收入已经突破 4000元。越来越多的贫困

户已经把思想武装起来，信心很足，释放出

越来越强劲的脱贫致富能量。”

攻坚脱贫，教育先行。长期以来，教育

资源不足，教育水平落后等因素严重制约

高原腹地的长足发展。

杰村村民多吉卓玛的女儿洛桑拉姆就

读于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每年的

学费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正在为学费犯

愁的时候，一笔 5000 元的助学金从驻地部

队送到洛桑拉姆手上。

“感谢金珠玛米无私的帮助，我一定努

力学习！”拿到助学金的洛桑拉姆感激道。

“持续开展教育扶贫，我们把捐资助学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仅去年一年，我

们已经成功把 12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孩子送

进大学校园。”军分区政治工作部主任张俊

波介绍说。

在日喀则军分区，教育扶贫的“成绩

单”让人眼前一亮：出资 48.9 万元帮助甲措

雄乡希望小学修建国防教育馆；50 余名贫

困学生列入军分区团以上领导结对帮扶名

单，个人资助额度每年不少于 3000 元，“1+

1”结对助学持续推进……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望着可喜的脱

贫成绩，军分区马赟司令员底气十足：“军

分区共结对帮扶 37 个贫困村 196 户贫困

户，2019 年底已经全部‘摘帽’，我们将持续

用力，巩固扶贫成果。”

有决心，更有行动。自 2018年以来，为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军 分 区 共 计 出 动 官 兵

1155 人次、车辆机械 141 台，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建立了 20余个扶贫项目，用于宣传

教育、环境整治、技术培训、产业扶贫、义务

巡诊、捐资助学、共建党支部等，受益贫困

人口达 1200余人。

一张张扶贫“军令状”掷地有声，一份

份战贫“作战图”稳步推进，一项项帮扶“计

划书”环环相扣，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感人

肺腑……珠峰脚下，这支人民军队吹响了

脱贫“冲锋号”，踏上了攻坚“最前线”，誓要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贡献人民子弟兵的力量。

目前我区绝对贫困基本得到消除，脱贫

攻坚已经到了一鼓作气、决战决胜的历史节

点。

决 胜 阶 段 极 为 关 键 ，冲 锋 时 刻 更 显 奋

勇。越是在最后关头，我们越要深刻把握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所面临的形势。必须认识

到，要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依然艰巨，不少短板和弱项还需要进

一步补齐，同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确

保脱贫攻坚质量和成效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

峻、任务更加繁重、时间更加紧迫。

战疫不能松，脱贫不能等。要坚持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

恢复，以责任担当之勇、统筹兼顾之谋、精准

落实之能，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绷紧

弦、加把劲，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确保实现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

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障。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

各级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主心骨作用，加

强党的领导，逐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推动各级各部门尽锐出战、真抓实干。要注

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选优配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从严整顿软弱涣散

村级党组织，确保党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在基层落地生根。要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持续

改进工作作风，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坚决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扶贫工作务实、帮扶措施扎实、脱贫结果

真实，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补齐短板弱项，巩固脱贫成果。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四个不摘”要求，继续执行对贫困地

区的主要扶持政策，确保在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配

套设施建设、兜底保障等方面扶持力度不减，积极化解疫情不利影

响，打通“堵点”，消除“痛点”，补上“断点”，给贫困户吃上“定心

丸”。要强化问题导向，以巩固脱贫攻坚自查自纠工作为契机，对

发现的问题全面梳理归类，及时制订整改方案，逐项对照整改，把

短板弱项尽快补上。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返贫

预警防范机制和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及时发现

和解决脱贫监测户、边缘户等群体的实际困难，确保脱贫不返贫、

致富可持续。

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巩固“四

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加强扶志扶智工作，用好脱贫攻

坚教材，教育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宗教，激发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和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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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日喀则市在积极推动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和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统

筹安排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返程返岗，

实现稳定增收。日喀则市完善贫困劳动

力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机制，实现需

求对接准、输出有组织、精确到人头、到达

有交接、全程可追溯。

图为近日桑珠孜区江当乡郭加新村

52 名农牧民群众，搭乘当地政府免费提供

的大巴车，有序前往白朗县蔬菜产业园务

工。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复工复产

返岗就业

在喜马拉雅脚下，吹响脱贫“冲锋号”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助力驻地农牧民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通讯员 宋小理 罗凯 王乾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日前，记者从朗县县委宣传部获悉，4 年来，朗县

仲达镇聚焦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做实做细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增强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能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产业扶贫“换穷业”。仲达镇全面推行“选准一个产业、建立一套利益联结

机制、扶持一笔资金、健全一套服务”“四个一”产业扶贫机制，覆盖带动 178户建

档立卡户 430 人发展种养殖、农特产品加工等农牧区优势产业，通过“村集体+

贫困户+市场”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增收。近三年来，仲达镇仲

达村砂石厂分红 197万余元，仲达镇新区扶贫商住楼两年来为贫困户分红 8.4万

余元，2019 年，堆许村藏鸡养殖场为贫困户分红 6174 元。2020 年以来，仲达镇

还根据村情民意，在 7个行政村落实牦牛、犏牛、黄牛养殖项目，保障村村有集体

产业，户户有增收渠道。

就业扶贫“断穷根”。紧扣“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目标，仲达镇搭建外出务

工、扶贫岗位、就业扶贫产业基地、创业带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平台，不

断增加贫困群众增收渠道。近两年来，仲达镇实现农牧民群众外出务工收入达

2506万元，外出务工收入占农牧民群众年收入 30%以上。

“志智”双扶树新风。仲达镇不断加强对农牧民群众感党恩教育，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通过“志智双扶”，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引导

农牧民群众自力更生、求新求变。依托“村干部素质提升工程”，仲达镇打通村

“两委”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思路，开展“扶贫夜校”、脱贫攻坚政策知识解读、脱

贫节目巡演等一系列措施，农牧民群众思想水平普遍提高、增收致富奔小康信

念和能力普遍增强，民事民管、民事民办的参与度普遍上升。

本报巴宜电（记者 史金茹）“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近年来，林芝市充分发挥基层党

建在推动“三农”工作中的引领作用，狠抓“三

农”工作，采取多种形式、有力措施，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强组织筑堡垒，锻造农村工作“火车头”。

林芝市在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产业

发展基地建立 50 个党组织，打造 341 个产业型

村（居）党 支 部 ，以“ 党 建 聚 合 ”实 现“ 产 业 整

合”，探索出一条以“党建强”引领“发展强”的

新路子；采取“一支部一方案、一问题一对策”

和“乡（镇）领导包村、机关单位结对帮建”的办

法，从市级层面举办软弱涣散村党组织书记培

训班，签订整顿承诺书，精准推进整顿提升工

作，58 个村级软弱涣散党组织全部实现晋位升

级。

强班子聚合力，铸就农村工作“主心骨”。

林芝市注重从大学毕业生、优秀退役军人、返

乡创业青年、县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推

选村（居）干部，2019 年以来，择优选派 424 名政

治强、素质高的第一书记到村任职，招聘 498 名

乡村振兴专干，选派 102 名部队军官到村帮扶

帮建，试点推广“支部管党员、党员管家庭”“老

党员担任监督员”等做法，促进村级班子更好

履职；紧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四

议两公开”等制度落实，以制度管人管事、助推

发展，并全面实行支部组织生活备案制，通过

提前介入、派员指导和检查抽查等方式，动态

掌握支部组织生活情况。

强队伍育先锋，锤炼农村工作“领头雁”。

林芝市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推进村（居）干

部文化素质提升工程和“双语”教育，市级层面

举办 5 期示范培训班，带动各领域各层级累计

举办培训班 898 期，实现全市 3.08 万名党员教

育培训全覆盖；依托党校、远程教育等平台，围

绕脱贫攻坚、致富带富等开展农村实用技能培

训，着力培养一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

型农村人才队伍。2019 年，林芝市培训村（居）

干部和农牧民党员 1.2万人次。

“生活有保障、手里有余钱，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我已经很

满足了。”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田间时，米瑞乡朗乃村的村民宗吉

就开始忙碌起来。

宗吉，是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朗乃村 5 户建档立卡户中的一

户。近年来，在党的好政策的帮助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宗吉一

家顺利实现了脱贫目标，真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

她家的脱贫故事要从 2015 年说起。那年，宗吉的丈夫去世，父

亲年老、儿子上学、外甥女只有 4 岁，家中的劳动力只有她和妹妹果

果。

“有老人、有小孩，要种地、又要做家务，日子是越来越难了。”宗

吉告诉记者，那时候，为了生计，妹妹外出打工，她则留在家里，又要

照顾老小，又要承担起家里 16.9亩农田的种植工作。即使这样，她们

姐妹二人的收入还是难以维持家庭的开支。

“党和政府始终是你坚强的后盾。”米瑞乡党委政府和朗乃村

“两委”得知宗吉一家的情况后，指派工作人员对她进行耐心开导，

并想尽办法帮助宗吉摆脱贫困。

2016 年，朗乃村党支部争取了多个扶贫项目资金，在村里种植

了 50 亩果树、新修建了养猪场、为建档立卡户修建温室大棚、给村里

每户家庭购买 2头犏牛。

借着精准扶贫的东风，宗吉也重拾信心，在村委会的安排下，她

参与到村里组织的种植果树、养猪场修建等工作中，当年就拿到了

15200 元的劳务工资以及卖蔬菜和卖酥油、牛奶、奶渣的 5800 元收

入。同年，妹妹果果和妹夫在拉萨开了一家餐馆，年收入达到 12 万

元。

有了政府的帮助，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宗吉一家的日子是越过

越好。2019 年，宗吉利用村里为建档立卡户建鸡舍、买藏鸡的契机，

又为家里增加了一条致富渠道。

“卖藏鸡蛋收入 8000 元，外出打工 18800 元，卖松茸 5000 元，果

园分红 600 元，再加上各种政策性补贴和妹妹的收入，去年我们一家

6口人均收入达到了 3万元以上。”宗吉高兴地对记者说。

昂首迈向新生活
——与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朗乃村宗吉聊脱贫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换穷业”“断穷根”

朗县仲达镇脱贫成色足

锻造“火车头”铸就“主心骨”锤炼“领头雁”

林芝市抓党建促“三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图为宗吉在田间除杂草。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摄

图为日喀则军分区官兵走访贫困群众，详细了解情况，宣传扶贫政策，开展结对帮

扶。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