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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奋 斗 的 青 春 最 美 丽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拉琼

本报记者 裴聪 格桑伦珠

4 月 24 日，随着最后一位重症患者核酸检测结

果转阴，湖北省及武汉市所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实

现清零。

从一度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最高峰

一天新增 1.3 万多例，到无新增确诊病例、重症清

零，医疗救治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武汉人民和全国

人民携手，从冬到春。

上下同心者胜，众志成城者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人守望相

助，为彻底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凝聚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

4 月 18 日，距离武汉“解封”已过去 10 天。晚上

7 点，列车长辛佳乐登上武汉开往漯河的 G554 次高

铁。1 月 23 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当天，他值乘的就

是这趟车。

辛佳乐在列车上工作了 7 年，每年春运，看到

的是满载的车厢，感受着乘客们踏上返乡路途的喜

悦。而今年，他第一次面对空无一人的车站。

“虽然 70 多天没有普通旅客出行，但武汉站运

转从未停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物资源源不断

汇聚武汉，全国人民和湖北、武汉人民一起，共同打

响疫情防控阻击战。”辛佳乐说。 （下转第二版）

上 下 同 心 ，守 望 相 助
—中国抗疫众志成城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林晖 安蓓 黎昌政

本报日喀则 4月 26日电（记者 冯

骥）23日至 26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齐扎拉赴日喀则市定日、萨嘎、仲

巴县，就珠峰生态环境保护、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特色产业发展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及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巡视

和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抓紧补齐脱贫

攻坚短板弱项，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成果，确保

脱贫攻坚成色足、可持续。

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张

延清参加有关活动。

在定日县协格尔镇易地扶贫搬迁

点，齐扎拉一行分组随机入户走访，详

细了解搬迁群众家庭基本情况以及生

产生活、子女入学和就业等情况，齐扎

拉说，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勉励大

家要靠勤劳的双手创造新的更加美好

明天。听取定日县易地扶贫搬迁和珠

峰登山垃圾整治工作汇报后，齐扎拉

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群众，调

查研究，求真务实，坚决把中央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到

位，切实提高脱贫稳定性、持续巩固脱

贫成果，以实际行动践行忠诚干净担

当。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后续

扶持最关键的是就业增收。要加强组

织 领 导 ，一 把 手 亲 自 抓 ，提 升 组 织 程

度，加大技能培训、专项对接、劳务输

出力度；要因地制宜，完善规范经济合

作组织，加快推广复制。要发挥旅游

带动作用，促进农牧民群众就近就便、

能干会干融入产业发展，分享产业链

增值收益，真正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逐步增收致富。 （下转第三版）

本报申扎 4月 26日电（记者 杨子

彦 潘璐）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24

日至 26 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

党组书记丁业现利用三天时间，驱车千

余公里，深入那曲市申扎县调研脱贫攻

坚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

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西藏篇章的强大合力。

带着对各族群众的牵挂，迎着藏

北高原凛冽的寒风，丁业现不顾舟车

劳累，前往雄梅镇、申扎镇、买巴乡，走

进牧民群众家中促膝交谈，了解党的

惠 民 政 策 落 实 情 况 。 在 买 巴 乡 扎 琼

村，群众欧珠热情邀请丁业现参观自

家满满当当的储物间。“在各项政策帮

扶下，我们有了稳定收入，仅去年人均

纯收入就有 11400 多元！”他激动地说，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和

共产党给的，不是十四世达赖给的，十

四世达赖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

们批判的对象。”

调研中，丁业现对申扎县脱贫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努力克服面

临的新挑战，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

胜利。要进一步压实工作主体责任，始

终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围绕

目标任务，紧盯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突出压实责任和脱贫监督，解决好

各项重点难点问题。 （下转第三版）

齐扎拉赴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

补齐发展短板 巩固脱贫成果

确保脱贫攻坚成色足可持续

丁业现在申扎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凝聚起实现中国梦西藏篇章强大合力

本报班戈4月 26日电（常川 蒋翠莲 陈跃军）按照区

党委“下基层调研促整改月”安排，26 日，自治区党委书

记、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英杰来到扶贫

联系点——那曲市班戈县，就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农牧

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内容进行调研。他强调，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治边稳

藏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

处理好“十三对关系”为工作方法，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巩固脱贫成果，不断增强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刘江陪同调研。

四月的藏北大地，冰雪未消、寒风凛冽。吴英杰首

先来到海拔 4700 多米的班戈县普保镇多尔格村。多尔

格村牧业合作社坚持“以牧业为基础，实现多种经营”发

展模式，在加大牲畜出栏同时，开展了运输、餐饮、民族

手工业等项目，成立 8 年来，实现群众年人均现金收入从

1400 元增长到 1.1 万元，有效带动群众实现整村脱贫，被

评为国家级合作社。吴英杰认真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当

地脱贫攻坚、合作社带动群众增收和基层党建情况。

“群众收入来源有哪些？”“全年牲畜出栏有多少？”“幼

畜和母畜占多大比例？”吴英杰与县乡村三级书记和驻村

干部一起，一项一项地算，分析梳理多尔格村的资源优势、

发展潜力和存在短板，帮助群众算致富账、谋幸福路。

吴英杰强调，要立足实际、合理规划，精准谋划好脱

贫产业项目，把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落到凝聚人心、改

善民生上来，把总书记对西藏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把

好事办好，让群众说好，让各族群众发自肺腑地说习近

平总书记好、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好、祖国大家

庭好、民族团结好，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下转第二版）

吴英杰在班戈县调研督导时强调

脚踏实地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4 月 26 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英杰深入那曲市班戈县，就中央脱贫攻

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内容进行调研。这是在

海拔 4700 多米的班戈县普保镇多尔格村，吴英杰随机走进牧民群众古如坚参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和生活

水平等情况。 本报记者 姚海全 摄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数十年如一日地钻研着职业技能，靠着

学习和创新，凭着专注和坚守，在各自

领域追求着工作的极致，在平凡的岗位

上演绎着精彩的人生。西藏藏缘青稞

酒业有限公司低度青稞酒生产车间拉

琼就是这样的人，他通过学习和钻研，

从一名公司“联络员”逐步成长为技术

标兵、车间主任，并在 2019 年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今年 30 岁的拉琼是拉萨市达孜区

邦堆乡人。上高中时，为了减轻家里的

经济负担，他悄悄地离开了学校，准备

打工增加家里的收入。在 2006 年 10 月

达孜工业园区的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

限公司为农牧民举办的专场招聘会面

试中，公司看中拉琼有一定文化和藏汉

双语基础，被公司聘为“联络员”。

进入公司后，拉琼因在藏汉职工双

向联络方面表现突出，特别是在一线生

产工作中，踏实工作、乐于奉献。“一开

始什么都不懂，但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公

司，很晚才回家。”拉琼说，“既然干了这

一行，那就沉下心来做好。”带着一股拼

劲，拉琼利用休息时间，加强自我学习，

经常向业务熟练的同事请教，不断提升

自己的技能水平。 （下转第三版）

“我们家的枇杷熟了，麻烦给一些包装盒，我们

摘下来就送到村委会来。”一大早，墨脱县德兴乡

德兴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伍金仁青就来到村党群

服务中心，跟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打招呼”。

伍金仁青家的枇杷施肥勤、管理得当，结出来

的果子个头大，色泽金黄。自从德兴村发展庭院

经济后，枇杷树每年都能为他家带来一笔不少的

收入。

德兴村有种植枇杷的习惯，但以前由于不会剪

枝、疏果、施肥，导致枇杷树结出的果子一年不如一

年，果树老化严重。以前村里没有通客运车，枇杷

运输不便、销售渠道单一，大部分枇杷成熟后要么

自己吃要么送亲友。在群众眼中，枇杷没有什么价

值，种在那里只是当作娃娃们的零食。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在一批批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农牧民群众逐渐

转变观念，在自家庭院纷纷种上了新品种的枇杷

树。通过一次次的种植技术培训和精心栽种，枇杷

树果子品质也越来越好。交通的改善，为枇杷打通

销路，越来越多群众开始种植枇杷。

为拓宽德兴村枇杷销路，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集中商议，决定充分发挥德兴枇杷施农家肥，纯

天然健康的优势。他们将村内的枇杷集中起来，统

一包装，美观大方的外包装，增强了对消费者的吸

引力。

今年村里通客车了，一批批从墨脱县城慕名而

来的买家纷纷到村里购买，村委会也将集中包装好

的枇杷通过客车，源源不断地运往县城。看着一辆

辆“枇杷客车”，种植枇杷的村民江永红说：“明年一

定要再种几棵枇杷树，扩大规模。”

四月金丸正当时，风吹枇杷一树金。德兴村是

典型的门巴族聚居村落，从以前的靠天吃饭，到如

今的“两不愁三保障”、水电路迅网全通，梦幻般的

转变让乡亲们对党和国家以及帮助他们的人心怀

感激。现在家家户户新修建了厨房，走在德兴村，

乡亲们总会热情地邀请游客们进来坐一坐，尝一尝

他们家产的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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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区抢抓机遇、化危为

机，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并

围绕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全力确

保重点企业用工、做好返岗复工疫情

防护等方面精准施策，化解疫情带来

的就业压力。

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一线生产

员工 120名，其中 90%以上为当地农牧

民，历年来累计解决近 30 名高校毕业

生就业。图为西藏藏缘青稞科技有限

公司员工在生产线上忙碌。

本报记者 姚海全 摄

第二版

脱贫有方法 增收有门路
—驻谢通门县拉旺孜村工作队助力脱贫攻坚小记

保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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