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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西藏集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于一体，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

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

难度最大的区域，脱贫攻坚任务异常艰

巨。

要“拔穷根”，金融支持不可缺。中

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多年来强化

金融扶贫政策落实，注入金融“活水”，

润泽广大贫困人口。

2016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

心支行充分发挥金融扶贫和定点扶贫

“双牵头”作用，落实扶贫政策、提升服

务 质 效 ，尽 锐 出 战 、合 力

攻 坚 ，金 融 扶 贫 在 西 藏

“ 六 位 一 体 ”大 扶 贫 格 局

中资金投入最多、政策覆

盖最广。

截至 2020 年 2 月，全区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 1288.8 亿元（含已脱贫），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190%，占全区各项贷款

总规模的 22%，与西藏 2019 年 GDP 之比

为 0.8∶1，金融信贷投入规模为全国之最。

“从村里的小作坊到现在颇具规模

的生产车间，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机构

对我们的支持。”西藏贡嘎晏子青稞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金燕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作为助力西藏山南市

贡嘎县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重要企

业，贡嘎晏子青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承

接了山南市现代化青稞食品加工园建

设和经营项目。该项目作为自治区“十

三五”产业精准扶贫重点项目，占地 68

余亩，总投资上亿元。公司成立初期，

自有资金非常紧张。中国人民银行山

南市中心支行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

间指导当地邮储银行主动上门服务，仅

仅 用 了 1 个 月 时 间 ，就 为 该 公 司 发 放

3500 万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及时解决

了资金缺口难题。

截至 2020 年 2 月末，我区产业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 131.5 亿元，较 2016 年同

期增长 421%，累计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163.9 亿 元 ，支 持 了 317 个（次）产 业 项

目；项目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918.77亿元，

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397%，累计发放贷

款 1106.77 亿 元 ，支 持 了 273 个（次）项

目，夯实了西藏脱贫致富的基础。

同时，自 2016 年以来，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到户贷款累计发放 172.53 亿

元 ，帮 扶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31.93 万 户

（次）；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 75.38 亿

元 ，帮 扶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9.12 万 户

（次）。截至 2020 年 2 月末，全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到户贷款余额 80.41亿元，覆盖

全区 7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30余个百分点 。

“搬到德吉康萨小区以后，不仅住上

了新房子，还在生态公园找到了工作，不

但管吃，每个月还有 2000元收入，我爱人

当服务员，一个月也有 3000元工资，日子

比以前要好多了。”从昌都市芒康县易地

扶贫搬迁到拉萨市经开区德吉康萨小区

的旺久这样说。 （下转第三版）

金融“活水”润泽幸福生活
——我区金融系统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本报拉萨4月 19日讯（记者 潘璐 孙文娟）记者从

自治区人社厅获悉，我区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

核心目标，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和致

富带头人培养，增强农牧民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农牧

民持续增收。今年预计完成 10 万名农牧民培训任务，

实现转移就业 60 万人，劳务收入 42 亿元，确保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3%以上。

坚持把转移就业作为促进农牧民增收的关键抓

手。今年，我区将以发展青稞、牦牛、蔬菜、藏羊、藏

猪、奶业、饲草七大产业为重点，拓宽就业渠道，扩大

岗位容量。围绕交通、水利、能源、社会民生、乡村振

兴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项目前

期工作，确保项目早立项、早开工、早建设，通过产业

发展和项目建设，持续增加农牧民工现金收入。

加强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源供应的匹配对接。我

区将由人社部门组织项目建设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

按照分级原则，整理项目和企业的用工数量、技能要

求、项目分布、工资待遇等逐级上报、统一发布。对极

高海拔生态搬迁、乡村振兴、边境小康村建设、脱贫攻

坚等项目中的小型基础设施工程，按照以工代赈模式

实施，使农牧民通过劳动获得报酬。

大力开展精准技能培训。各地市、区直相关行业

部门提前收集岗位订单，通过调整培训方式，统筹管

理使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农牧民培训补助资金和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开展精准培训。对有培训意愿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人员和相对低收入群众等劳

动力，全部纳入培训范围，优先保障、优先支持培训需

求。

加强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建设。将各类园区、合

作组织等作为实现农牧民稳定就业的重要突破口，由

自治区人社部门制定转移就业基地管理办法，力争建

成 600个以上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争取实现 6万名以

上农牧民稳定高质量就业。

支持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继续加强引导

农牧民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转移就业，对于暂时

难以外出、有就业意愿的，要广泛收集和发布本地用

工需求信息，充分利用当地各类园区、工程项目和服

务业带动就业。对有创业意愿的，开展创业培训、创

业指导，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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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农牧民就业水平，

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增收致富，昌都

市丁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

密结合市场用工需求和农牧民意愿，

大力开展农牧民实用技能培训，帮助

农牧民就业创业，促进了农牧民群众

就业增收。

图为丁青县农牧民群众在县职

教中心扶贫车间参加裁缝培训。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强技能

促增收

本报巴宜 4月 19日电（记者 杨子

彦）19 日上午，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

政协党组书记丁业现先后前往西藏林

芝干部休养基地、林芝市工布公园项

目所在地，调研建设情况。他强调，要

力争把每一项工程都建好管好用好、

打造成精品项目，使其更好地服务于

西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造福各族人

民。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芝

市委书记马升昌一同调研。

丁业现首先来到西藏林芝干部休

养 基 地 项 目 选 址 ，观 看 展 板 、听 取 汇

报，对相关部门和林芝市按照中央和

区党委安排部署，开展的优化思路、整

合资源、科学规划、精心选址等前期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

治站位，从讲政治的高度，将该项目重

大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贯穿于项目建

设 、使 用 全 过 程 ，让 大 家 进 一 步 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及时宣传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决定的项目推进情况，切实让全区各

族干部群众深切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更多享

受到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

结合实际创新实践的成果。要理清思

路 ，严 格 程 序 ，坚 持 公 平 公 正 公 开 原

则 ，确 保 前 期 工 作 各 环 节 合 法 合 规 。

要精心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下转第二版）

丁业现在林芝市调研区市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

建好管好用好项目 更好服务
西 藏 改 革 发 展 稳 定 大 局

本报拉萨 4月 19 日讯（记者 谢筱

纯 潘璐）按照自治区政府工作安排，近

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庄严主持召开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讨论

进一步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相关事

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庄严强调，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正确处理好“十

三对关系”，按照吴英杰书记指示和齐

扎拉主席要求，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坚决扛起建设美丽西藏的政治责

任。

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江白出席。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

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

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

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

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自治区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提出抓

好发展、稳定和生态三件大事，全区各

级各部门要树立大局意识，站在历史和

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我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放在

心上，确保西藏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环境更优美。 （下转第二版）

庄严在自治区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坚决扛起建设美丽西藏的政治责任

山水之间，寒风之中，灾难之时，有

人用忠诚守护着祖国的绿色，用责任诠

释着奉献的意义，争分夺秒只为守护好

那一片绿色。

杨飞：不畏艰险穿越火线

4 月 14 日 17 时 35 分，林芝市巴宜区

尼西村发生森林火灾。“我们要立刻奔

赴现场开展扑救工作，时间紧迫。”17 时

50 分，林芝市森林消防支队支队长杨飞

带领的队伍刚到火场就立即投入战斗。

为及时掌握火场态势，杨飞第一时

间前往火场最危险的区域。“如果我不去

最危险的地段勘察，就无法对形势作出

科学研判，就不能精准施策，更无法保障

指战员的安全。”

由于大部分火点都处于山顶或者

半山腰位置，平均坡度高达 70 多度。对

于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杨飞来说，爬山

何其艰难。杨飞却全然不顾，不停穿梭

在被烧焦的丛林中，身上的衣服被划破

了好几道，脸上、脖子到处都是伤口，被

汗水一浸，火辣辣地疼。

杨飞一次次拒绝身边人劝他回到

指挥部休息的建议，来回在几个山头间

查看火势，热浪不断烘烤着，浓烟不断

刺激着喉咙与肺部。“山上植被由下到

上主要是云南松，含油脂，易燃。而且

高原地区山火蔓延速度很快且在峡谷

地带，短短几分钟可能一个山头就烧没

了。大家灭火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作

为一个有着 20 多年经验的“老森防”，杨

飞不时叮嘱大家该如何避险。晚上 10

点 多 ，杨 飞 才 拖 着 疲 惫 的 身 子 回 到 支

队，又马不停蹄召开部署会。

“从到达火灾现场开始，我们支队

长总是早上第一个奔赴现场勘察火场

态势，晚上最后一个离开火场。他的脚

上每天都有新磨出的血泡，夜里一个人

的时候，他就用针把血泡挑开，把血水

挤出来，第二天又继续投入到一线组织

扑救工作中。” （下转第三版）

只 为 守 护 那 一 片 绿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4 月 18 日下午，米林县森林消防中队 3 名在火场中表现突出的消防队员

火线入党。 曾小锋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摄

今日三版刊登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观念一转，“遇见”别样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

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更高，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顽强奋斗，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全面验收交账之年，我

们要进一步拧紧思想认识的“总开关”，深刻认识

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

然要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推动

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必须要进

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现实紧迫感，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刚性目标、底线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脱贫攻

坚 ，这 是 一 个 最 大 的 短 板 ，也 是 一 个 标 志 性 指

标。

（下转第三版）

充分认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
——决战脱贫攻坚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