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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上 午 ，伴 着 远 山 的 皑 皑 白

雪，和着微凉的春风，山南市干部职工带

着铁锹、水桶等植树工具，乘车赶往雅江

北岸、泽贡高等级公路扎囊大桥附近万

人万亩义务植树点。

“到山南市委宣传部工作以来，我几

乎参加了每年的义务植树活动。”山南市

文明办主任柯建华说，“义务植树是件令

人高兴的事情，你看虽然昨晚下了雪，今

天天气也不是很好，但大家参加义务植

树的积极性却很高。”

雅江植绿由来已久

“我为雅江植绿，共建‘绿色长城’。”

山南人民在雅江沿岸植树造林的历史很

早，西藏民主改革后，居住在雅江沿岸的

群众就开始在房前屋后、田地周围自发

地植树，防沙治沙。上世纪九十年初，山

南市开启了雅江沿岸科学造林的历史。

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雅江沿岸已经

形成了一道长 160 多公里、平均宽 1.8 公

里的“绿色长城”。

近年来，山南市从加快推进幸福家

园建设出发，开展了万人万亩义务植树

活动。山南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

副局长刘敬峰告诉记者，“万人万亩义务

植 树 活 动 总 投 资 3500 万 元 ，种 植 面 积

2.02 万亩，主要种植樟子松、红花槐、刺

槐、杨柳树、水柏枝、砂生槐、张大人花等

耐旱植物。”

“你看，那片已经有了绿色的沙滩，

是去年山南市干部职工义务植树种下

的。”记者沿着刘敬峰手指的桑耶镇方向

看去，虽然绿色不是很明显，但透着绿意

的沙滩，让人眼前一亮。

今年，山南市计划在泽贡高等级公

路扎囊大桥东侧，义务植树 2000亩，进一

步扩大“绿色长城”的面积。

“ 你 们 几 个 扛 树 苗 ，你 们 几 个 挖

坑 …… ”随 着 各 单 位 负 责 人 一 声 令

下 ，大 家 开 始 忙 碌 起 来 。

义务植树争先恐后

扛树苗的一字排开，栽树苗的纵横

交错，虽然黄沙袭来，植树的人影显得很

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义务植树的

热情；相反大家干得很起劲儿，不时传出

的欢笑声，增添了义务植树活动的乐趣。

据了解，当天，山南市直部门和乃东

区、贡嘎县、扎囊县干部职工、学校师生、

部队官兵、生态岗位管护人员等近万人，

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义务植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大

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山南市商务局干部

索朗仁增种完规定的 10 棵树苗后，意犹

未尽地投入到了帮忙的人群中，他说，

“大家说说笑笑，一点都不觉得累。相

反，大家觉得任务安排得少了，争相多种

几棵。”

义务植树，大家干得非常认真，挖完

坑后忙请技术指导来验收，查看坑有没

有达到规定的深度，坑与坑之间的间距

是否合乎标准……

“我们不是专家，种树得听专家的。

不然，种树成活率低就白忙活了。”说到

这，原本喜欢开玩笑、乐天派的索朗仁增

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今天我在雅江沿岸植树造林，明天

树林为我挡风沙。”索朗仁增说，“这些

年，山南的风沙少了、天气好了，这些都

是植树造林后的变化。”

希望万亩皆成林

“希望今年种的都能成活，都能长成

树林。”植树休息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出了心愿。

“应该增加一些管护团队的力量，不

然每年种那么多，成活率不高，很难达到

预期效果。”希望有关部门重视管理，派

专人浇水、维护，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实际上，近年来，山南市投入到植树

造林的人力物力不少。雅江沿岸义务植

树点建了灌溉取水井，铺设了水管，水龙

头一开，就可以喷灌。

但雅江植树造林还面临不少难题。

“海拔高、风沙面积大、洪水侵袭……这

些影响我们在不断找方法解决。”刘敬峰

说，“在高原植树造林要借助科技的力

量，近年来，山南市引进了一些防沙治沙

企业，加大了科学防沙治沙的力度。但

义务植树的力量也不能忽视。没有一代

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沙滩变绿洲的梦

想很难实现。”

“大家加油干吧！”和着风沙简单吃

完午餐后，大家又开始投入到紧张地义

务植树活动中。

“多浇点，这样树苗的成活率会高

点。”下午的任务是浇水。大家排起长

龙，手递手将一桶桶水均匀地浇在树苗

上，希望它快快长大、尽快成林。

义务植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每年春

季，我区各地随处可见义务植树的人群。全民

动手美化家园、保护生态，绿了荒滩、改善了环

境。但高原植树造林，并不容易。我们看到，

每年种下的树苗不少，但成活的却不多。这主

要是受高原环境的影响，但是不是也有管理维

护不到位的原因呢？“誓把荒滩变绿洲”，是高

原人共同的心愿，为此大家踊跃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气可鼓不可泄”。当前，人们参加义务

植树的热情正足，我们应维护好这股气势，呵

护好植下的新绿，使义务植树的热情更高。

要研究解决高原植树成活率低的办法。

随着高原植树造林经验的积累和科技进步，高

原植树造林要讲究方法、运用科学技术，已是

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我们发现，每年义务植树

还是简单地挖坑、填土。当然，坑深、坑距等，

相关部门还是很重视、严格要求的。但是除了

这些，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办法是想出来

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组织专家深入实地，详

细调研，多做实验，尽快找出提高高原植树成

活率的办法。不然，每年植下的树苗变成枯

木，既是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更会打击人们

义务植树的积极性。

要科学统筹，有计划地推进。义务植树，

人人有责，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但要做好义

务植树的前期准备工作。“誓把荒滩变绿洲”，

慢不得，也急不得。如果改善高原生态环境，

能够通过广泛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短期内解

决的话，我们早解决了。要坚持先易后难，稳

步推进；并重视做好基础性工作，如打好灌溉

取水井、铺设好管道等。基础设施到位、条件

成熟的地方先开展，条件不成熟的抓紧推进，

这样才能确保义务植树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要做好后期管理维护工作。“年年不活，年

年种”让人心痛；看到种下的树苗管理维护不

到位枯死，产生不愿参加义务植树的消极心

理。这些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造成“重植

树，轻管理”的原因很多，但原因多、困难大，是

不是就不解决、不能解决呢？当然不是，后期

管 理 维 护 很 重 要 ，是 普 遍 共 识 ，需 要 共 同 解

决。比如说，我们能组织全民义务植树，为什

么不能组织全民管理维护呢？这方面要有对

策，要尽快拿出解决办法。

本报措美电（记者 段敏）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今年措美县计

划投入 1000 万元资金，实施打井取水、管道保温引水工程，着力破解

农牧民群众季节性缺水难题。

据了解，受地理环境和低温天气影响，措美县部分行政村存在

季节性缺水问题。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农村饮水工程建设作为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重点工程来抓，积极协调上级部门支持，保障和改

善民生。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今年措美县计划投入 1000 万元资

金，实施打井取水、管道保温引水工程。目前，该县水利局正在广泛

征求群众建议意见，确保群众满意，让群众切实得实惠；同时，协同

山南市水利水电设计勘测院工作人员深入乡镇、行政村开展实地勘

测，确保工程如期开工。工程预计今年内建成，将有效解决 4 个乡

镇、9个行政村 5353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今年 32 岁的贡布，是隆子县聂雄农牧民手

工艺品加工合作社的职工。在来合作社就业

之前，他因为身体残疾，外出务工机会少，一度

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2015 年 ，贡 布 和 父 母 的 年 人 均 收 入 是

2095.51 元，除生态补偿、草场补贴、残疾补贴、

养老补贴等政策性收入外，很少有其他经济收

入。“那时候，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没有技术，

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贡布说，“没有经济收

入，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想买点

东西拿不出钱来，只能眼巴巴地望着。”

根据他家的情况，2016 年，贡布一家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当地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贡布被安排到隆

子县聂雄农牧民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当学徒。

隆子县聂雄农牧民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是

依托当地沙棘林资源，于 2014 年发展起来的集

体经济。“过去，防沙治沙我们种了很多沙棘，

现在好多都成材了。近年来，我们有计划地砍

伐 一 些 沙 棘 ，制 成 酥 油 桶 、糌 粑 桶 等 手 工 艺

品。”作为合作社负责人，巴珠对合作社的发展

历程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现在，我们的产

品不仅在山南很畅销，很多产品还卖到了拉萨

和日喀则等地。”

初到合作社，贡布有些担忧：害怕学不会技

术，招来别人的白眼。因为身体残疾的缘故，

小时候，贡布经常被别人嘲弄，导致他有些自

卑和不自信。“格啦（老师）人很好，从来不骂我

们，即使我们做错了也是耐心地指导。”贡布

说，“虽然巴珠很和蔼，但对技术要求很严，没

做好的东西坚决不让拿到市场上去卖。”

在合作社，贡布不仅学会了木器制作技艺，更找回了自信，坚定了靠技

术、靠诚信过好生活的信心。贡布告诉记者，“现在，他是合作社的正式职工，

每个月除基本工资 3000元外，还能领到 300元至 500元不等的奖金。”

经济收入稳定后，2017 年，贡布家摘掉了“贫困帽”，并且，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现在，父母种地，我在合作社上班，可以说是吃穿不愁了。”贡布告诉记

者，现在，他最大的心愿是努力提高技术，把产品做得更好，多拿奖金，把日子

过得更好。

“到合作社后，贡布一直很努力，进步很快。此外，他心细，做事认真，相

信他一定能把生活过得更好。”巴珠说。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日前，记者从山

南市委农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今

年山南市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做好“三农”工作，推动

乡村振兴。

该市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增收责任机

制，强产业，增加经营性收入；稳就业，增加工

资性收入；落政策，增加转移性收入；促改革，

增加财产性收入；稳目标，夯实农牧业发展基

础；兴产业，打造“十大种养基地”；促改革，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

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点，带动江边、路边、抵边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农村“颜值”、厚植农业“家当”、提升农民

“底气”。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农

村公路网、农村水利设施、农村电网和农村信

息网络，完善农牧科技服务体系、教育体系、医

疗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文化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乡村旅游。强化政治建

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广“枫桥经验”，加

强农村意识形态管控，建设平安乡村，完善完

备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三农”队伍建设，培养造

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团结带领群众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呵

护

好

植

下

的

新

绿

段
敏

措美县

着力破解季节性缺水难题

本报隆子电（记者 段敏）日前，隆子县隆子镇、日当镇、雪沙乡、

热荣乡、列麦乡 5 个乡镇 42 户 149 名农牧民群众，迁入扎日乡庄那

村、桑巴东村小康村新居。

据了解，扎日乡庄那村、桑巴东村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概算总

投资 1.19 亿余元，新建民居 157 栋，可容纳 467 人（含搬迁户 42 户 149

人）。项目配套建设了卫生院、公共厕所和给排水、电力、道路硬化、

挡墙、围墙等附属工程。项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年底竣工。般入新居后，广大搬迁群众纷纷表示，边境小康村建设

是党和政府对边境群众的关心关怀，今后一定像格桑花一样扎根雪

域边陲，守护好神圣国土、建设好幸福家园，以边境稳定、繁荣发展

的优异成绩回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人民的关心

关怀。

隆子县

42 户 农 牧 民 搬 入 新 居

连日来，琼结县加麻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扶贫专干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四讲四爱+脱贫攻坚”宣讲，激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思想保障。

图为该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格桑央宗（右一）在宣讲。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誓把荒滩变绿洲
——山南市万人万亩义务植树活动见闻

本报记者 段敏

紧紧围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山南市强产业稳就业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泽当电（记者 段敏）为确保森布日极

高海拔地区生态搬迁点群众“搬得出、留得

住、能致富”，山南市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推进

产业布局。

该市紧紧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园”定位，按

照“一次规划、分域布局、适度超前、特色鲜明、

分步实施”的原则，带动群众就近就便就业增

收。结合产业具体行业规范要求，科学布局，

抓紧优化调整现代牧场项目、肉羊生产科技示

范基地、皮革厂、毛纺厂等产业布局。坚持“适

度超前、满足需求”的原则，精心谋划布局园区

必备基础设施，确保园区功能完备，为下一步

产业和项目实施创造条件。依托目前规划的

产业布局，加大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当地群众

调整粮经饲比例，进一步提高饲草种植的积极

性。在进一步摸清搞准规划区域空间布局、土

地数量、基础设施等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尽快

完成产业布局规划。始终牢牢守住生态保护

底线、红线，防止对规划产业区域生态环境造

成严重破坏，确保生态环境持续良好。发挥人

才优势、技术优势，为产业项目推进提供技术

支撑保障。开展群众教育工作，争取群众的理

解、支持和配合，引导群众有序参与产业项目

建设。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快事快办”

的原则，开通“绿色通道”，坚决防止项目审批

在市、县两级层面形成“挡手”。

搬得出 留得住 能致富

山南市推进森布日产业布局规划

技
术
敲
开
﹃
增
收
门
﹄

—
—
隆
子
县
忙
措
村
贡
布
家
的
脱
贫
故
事

本
报
记
者

段
敏

又是一年春来到，正是植树好时

节。今年 3 月以来，山南市广大干部

群众踊跃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栽下一

棵棵树苗，种下春天的希望。

图为干部职工在植树。

本报记者 段敏 摄

栽种春天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