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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

增）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采取各项措

施，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工作，取得了较

好成效。

阿里地区及时成立消费扶贫行动

专班，制订印发《阿里地区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行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

方案》，积极组织各县具备明确的带动

减贫机制的供应商申报扶贫产品，开

展在线申报工作，并对申报内容进行

了严格的审查和推荐。

结合民营企业帮扶工作实际，开

展走访调研工作，修订完善《阿里地区

“ 百 企 帮 百 村 ”精 准 扶 贫 行 动 实 施 方

案》，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扎

实推动阿里地区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工

作。通过采取一周一汇总、一月一汇

报，定期汇总通报消费扶贫开展情况，

表扬先进、督促落后，进一步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

积 极 搭 建 扶 贫 产 品 供 需 对 接 平

台 ，鼓 励 引 导 党 政 军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学校选用贫困县乡扶贫产品，建立

了双方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引领

全社会开展消费扶贫工作，1-3 月份全

地区各行业部门和各县消费扶贫产品

总价 117.49万元。

此外，阿里地区通过报纸、广播、电

视、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介，

对内对外发布消费扶贫工作推进情况

及活动信息，鼓励全社会踊跃购买扶贫

产品，传播消费扶贫正能量，在阿里地

区广泛营造“人人关心扶贫、人人支持

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

增）近期，阿里地区组织相关单位及专

项组对全地区产业、就业工作进行摸

排。

据了解，本次摸排工作由各县脱

贫攻坚指挥部牵头，各乡镇、驻村（居）

工作队具体负责，对各自所管辖的乡

镇、村（居）进行了逐家逐户摸排，摸排

范围为阿里地区所有在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及已摸底并录入全国扶贫开发

信息系统的边缘户。

据统计，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外出

务工人员 232 人，主要从事茶馆、餐饮、

酒店服务等工作，计划外出务工贫困

户 1248 户 1555 人。产业帮扶方面，需

要小额贷款的有 182 户，需要帮助销售

产品的有 83 户，需要提供技术培训的

有 461户。

通过开展此次摸排统计工作，阿

里地区相关部门全面掌握了解了农牧

民群众的务工需求，培育了群众主体

意识，为做好阿里地区产业、就业工作

提供了数据支持与保障，切实巩固了

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日土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

增）为纪念西藏民主改革 61 周年，近

日，日土县多玛乡多玛村开展了以“思

旧社会的苦，感新西藏的好；思三大领

主的寒，感当家做主的好；思人身依附

的酸，感幸福自在的好”为主题的纪念

活动。

活动期间，多玛村“两委”班子特

别邀请了两名亲身经历旧社会压迫剥

削和目睹农奴迎来新生的年近八旬的

老人，向全村干部群众开展了以“珍惜

当下、铭记历史”为主题的亲身故事讲

述活动。

两位老人为现场干部群众讲述了

民主改革前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的

凄苦生活，以及民主改革 61 年来西藏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就

业、就医、社保、教育、交通等方面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惠民政策，引

导干部群众永远铭记“3·28”这个伟大

日子，永远铭记西藏民主改革这个伟

大实践，永远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这

个伟大真理。

活 动 现 场 还 展 出 了 新 旧 西 藏 对

比图片。多玛村 76 岁的老人索南扎

西激动地说道：“展板上的这些图片

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民主改革之前，

有些终身负债的农奴，身上有着苛捐

杂税和沉重的徭役，他们的人身依附

于农奴主，别谈什么人身自由，吃穿

都是问题。现在，我们在党的富民政

策指引下，家家户户住楼房、穿新衣、

吃美食、有存款。我们一定要珍惜今

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和发展进步

的大好局面，一定要牢记历史、饮水

思 源 ，坚 定‘ 感 党 恩 、跟 党 走 ’的 信

念。”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多玛村

先后成立了两个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集体和个人收入日益增长，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截至 2019 年底，多玛村牧

业创收 370 余万元，牧业合作社收入

150余万元。

2014 年以来，国家电网西藏阿里供

电有限公司把“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

程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民心工程”“德

政工程”，狠抓工程推进，累计完成项目

总投资 14.57亿元，涉及阿里地区 4个县

19 个乡（镇）119 个村（居），共 41 个点

位，惠及 7413 户农牧户，为推动阿里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水

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切实解决用电需求

为 切 实 解 决 无 电 用 、用 电 难 的 困

难，全面解决农牧区用电需求和供电

“卡脖子”问题，国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

公司主动扛起地区脱贫攻坚战电力建

设的重任，坚持从急、难、险、重任务入

手，结合农网改造实际，担起社会责任，

优化职能设置，及时成立农网改造工程

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和分管

领导负责制，将电网升级改造工程与脱

贫攻坚有机结合，采取现场督导、现场

办公等方式，先后实施了总投资 3.17 亿

元的阿里地区札达、革吉、日土三县联

网和 11.4 亿元的新一轮农网工程建设，

助力脱贫攻坚，有效解决用电需求，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积极拓宽致富道路

在实施“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程

中，国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公司始终将

贫困群众转移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正确处理“城镇就业和就近就便、不离乡

不离土、能干会干”的关系，积极吸纳当

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拓宽了增收渠道，增加了现金收入。

截至 2019 年底，阿里地区措勤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累计使用当地贫困群

众 120 余人、车辆 20 台投劳，实现贫困

群众增收 200 余万元；改则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累计使用当地贫困群众 2000

余人、车辆 30 台投劳，实现贫困群众增

收 326 万元；巴尔—狮泉河 110 千伏输

变电工程，累计使用当地贫困群众 50余

人、车辆 6 台投劳，实现贫困群众增收

33.3 万元；普兰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累

计使用当地贫困群众 40 余人、车辆 8 台

投劳，实现贫困群众增收 100余万元；涉

及革吉县、改则县、普兰县、噶尔县、措

勤县的 35千伏工程，累计使用当地贫困

群众 520 余人投劳，实现贫困群众增收

16.42万元。

有效促进生态保护

为了保护阿里地区脆弱的生态环

境，国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公司专门制

订了具有针对性的环保实施方案，在电

网建设过程中为避免植被破坏，对草地

进行提前剥离养护直至施工完成后，雇

佣当地贫困群众进行回植、补种草籽、

临时通道采用枕垫铺路、开挖地加盖防

尘网等，严禁超挖扩挖，最大限度减少

对原始地貌的扰动，做到扶贫开发与生

态环境双赢。

截至目前，累计吸纳群众参与环境

建设 2000 余人次，实现群众增收 1000

余万元，实现了高原环境守护与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双推进、双丰收。

有效提升民生福祉

近年来，国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公

司始终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电力

保障服务作为事关脱贫攻坚大局、事关

民生福祉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专门成

立组织机构，主动与阿里地委、行署和扶

贫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将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供电附属配套设施纳入农网

升级改造项目规划建设，有效满足脱贫

攻坚项目用电需求，使搬迁群众用上了

“舒心电”“致富电”。截至目前，30 个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用电实现全覆

盖，2089户 7786名贫困群众受益。

如今的阿里，群众用电不再成为难

题，广大群众通过手机 APP 直接可以购

买到放心、安全的电，智能电器进入千

家万户，现代化的取暖方式逐渐代替了

烧牛粪，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生活有了奔头，要致富、想致富

的意识更强了。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阿里地区集中力

量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饮水从

“面的覆盖”迈向了“质的提升”，水利扶贫取得

决定性进展，让越来越多贫困群众吃上了“放

心水”。

咬住目标，破解水的困局

近四年来，阿里地区把解决饮水安全和

“三保障”问题摆在同等位置，累计投资 4.18 亿

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点 1111 处，

解决了 70911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包含建

档立卡贫困户 17008人。特别是 2017年至 2018

年，从中央预算、贷款资金中逐年安排 29 个饮

水工程点项目，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

6222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强化学习，坚持精准发力

水利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肩负着重要责

任和使命，深入掌握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理论

武装头脑是做好水利扶贫工作的前提。截至

目前，阿里地县两级水利局组织人员到各乡镇

完成 20 余次农村饮水工程政策宣传工作，发放

藏汉双语《农村饮水明白卡》《脱贫攻坚若干知

识手册》等 1000余册。

同时，紧盯“两不愁、三保障”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饮水安全目标任务，全力监管 2016 年以来

全地区 7 个深度贫困县 145 个村（居）的 1111 处

供水工程点建设任务，推行“年初实地复核、年

中质量督导、年后强化管理”，确保建一个、成一

个。

创新机制，提高工作成效

阿里地区水利部门积极做好新技术应用

与创新，对 327 处安全饮水工程动力系统试点

安装光电板直流逆变交流新型设备，实现“点

击式”启动抽水功能，对 120 处新建井房采用双

层钢化玻璃拼装结构，对改则县麻米乡管道工

程抽水采用太阳能动力系统，实现全自动化控

制，有效节约了后期运维成本。同时，饮水安

全工程每个主管道设置长流口，有效防止了冬

季管道冻结。

因地制宜，做好水利扶贫

阿里地区扎实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建档立卡

贫困户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和水生态岗位数据

清理等工作，目前全地区动态水利岗位共有工

作人员 1922人。

阿里地区水利局还因地制宜编制《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落实

“三个责任”的指导意见》《农村饮水工程“三项制度”及水费收缴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规定了谁来管、怎么管、管什么，初步实现了“事有人管、钱有人出”。

为吸收社会力量参与供水设施运营，阿里地区与西藏景博环境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设立地区水质检测中心。截至目前，共完成 906 处饮水安全工程水

质检测报告，填补了该领域工作空白。同时，畅通群众举报和社会监督渠道，督

促各县及时将农村饮水明白卡发放到群众手中，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及时解决

群众关切问题。

近年来，阿里地区切实把水利扶贫工作抓真、抓实、抓好，让群众多得实惠、多

受益，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行政村覆盖率为 100％、农村饮水集中供水率为 90％、

自来水普及率为 20％、供水保障率为 90％，水质基本达到国家饮用水相关标准，实

实在在地保障了阿里地区广大群众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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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天路电力天路””开启致富路开启致富路
——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工程纪实电网建设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凯温凯 洛桑旦增洛桑旦增

3 月 29 日，阿里地区“三区三州”电

网建设工程措勤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

（线路部分）的施工作业人员在组塔。

国家电网西藏阿里供电有限公司 提供

日土县多玛村邀请八旬老人开展以“珍惜当下、铭记历史”为主题的讲述亲身故事活动。

图为老人向全村干部群众讲述亲身经历。

日土县委宣传部 提供

阿里以消费扶贫巩固脱贫成果

日土县多玛村开展纪念民改61周年活动

八旬老人讲述新旧西藏两重天 阿里摸排全地区产业就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