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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团结美丽健康幸福新拉萨

2016 年，跟随父辈来到拉萨创业的

肖立强一直在自己家的杂酱面店当学

徒。

在父母的多年打拼下，面店的面条

劲道，杂酱鲜香美味，再配上黄瓜丝、萝

卜丝、青豆、黄豆等小菜，香醇无比，让

食客回味无穷。

小面店从口传菜单逐步发展到机

打菜单，每天下午 7 时面店因杂酱售空

而歇业，生意火爆、多年不衰。

2018 年，因父母年迈，肖立强接下

了面店，二老回老家养老去了。肖立强

刚 接 手 面 店 时 ，总 是 前 厅 后 厨 忙 里 忙

外，但在熟悉所有流程后，他便开始懈

怠了。不仅不再亲自下厨，还请了一位

熟悉的老乡做大厨，自己则每天睡到日

上三竿。这样舒服的日子不到半年，大

厨 老 乡 便 以 家 中 有 事 为 由 而 辞 职 了 。

随之，面店生意一落千丈。

一次偶然与店员聊天时得知，大厨

不仅没有回老家，还在拉萨开起了自己

的杂酱面店。不信传言的肖立强立即

驱车赶到柳梧新区时，才亲眼见证所言

非虚。面店生意火爆不逊父亲开店时

的 景 象 ，但 店 里 并 没 发 现 那 位 大 厨 老

乡。一打听才知，大厨老乡一直后厨忙

碌。肖立强没有质问老乡，而是点了一

碗面，坐在不起眼的角落，细品起这碗

不寻常的杂酱面。

浓郁厚重的黄豆酱，香酥的肉丁，醇

而不燥、润而不腻。虽然食材与自家面

相同，但口感可比自家面可口多了。

回到自家店里，肖立强思绪万千。

而后，他毅然脱下了昂贵的西装，穿上

了父亲走时交于他的围裙，静下心来，

开始熬酱。

回忆父亲蔬菜清洗 3 遍，每样食材

分门别类地摆放好的身影，肖立强样样

照做。从下午 4 点到夜里 12 点，不间断

翻搅大勺，直到自己腰酸背痛，双手发

麻。熬酱出锅了，吃了一口杂酱的肖立

强两眼放光，此时，百感交集的泪水也

划过了脸庞。

“这味道和父亲做的味道，和老乡

店里的味道如出一辙。当时，也为自己

的不负责而羞愧。”肖立强回忆说。

如今，面店生意恢复到了曾经的火

爆。“做面如做人，只有勤勤恳恳，脚踏

实地才能有好回报。”厨房里，肖立强一

边洗菜一边说。

今年 7 岁的扎西次仁和他的 3

个同学、2 个西藏大学的研究生盘

地端坐，左手握木制藏文书写板，

右手持竹笔，一起认真练习尼赤派

书法。给他们授课的老师是我区

知名的书法家扎西顿珠，系尼赤派

书法传承人之一，平时利用闲暇时

间在家免费教授书法。

“小孩能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门下学习藏文书法，机会很珍贵，

我 们 全 家 人 非 常 支 持 也 非 常 荣

幸。小孩也学习得非常认真。”市

民拉姆拿着自己儿子刚写好的书

法感慨道。

1975 年，扎西顿珠出生在拉萨

市尼木县普松乡曲水村一户农民

家，从 7 岁开始学习藏文书法，11

岁时拜入扎西多吉大师门下学习

尼赤派书法。几十年来的刻苦练

习，造诣颇深。

“为传承发扬尼赤派藏文书法，

我坚持对渴望学习尼赤派书法的部

分人群和学生教授书法，但尚未形

成规模体系。”这曾一度是困扰扎西

顿珠的难题。 2008 年藏文书法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尼赤派书法被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扎西顿珠也成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文书法（尼赤）自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西藏图书馆邀请他免费向小学生、初中生等

教授书法。目前，扎西顿珠已免费教授学生和老师超过

1000人。

藏文书法作为藏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源远流长且极富艺术魅力。“自己作为藏文书

法非遗传承人，也有传承、发扬的义务。不忘初心，尽自己

最大努力，多开展非遗传承工作，多培养后继人才。同时，

将教授和培训对象转变为大众化，进一步促进非遗的保护

和传承。”提起将来的计划，扎西顿珠满怀自信地说道。

扎西顿珠告诉记者，希望将来有更多藏文专业书法

工作者做更多的书法知识普及，让更多的人研习藏文书

法，去感受西藏传统书法之美。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近日，拉萨小昭寺一层

转经廊道壁画维修工程全面启动，将修复的壁画面积达

334.86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文物保护修复工程，将严格按照“修

复如旧”的原则，对小昭寺一层转经廊道壁画进行保

护修复，预计明年竣工。小昭寺位于拉萨市八廓街以

北约 500 米处，始建于 7 世纪中叶 641 年，由文成公主

奠基建成。寺内主要供奉了释迦牟尼 8 岁等身像，另

有诸多珍贵文物。1962 年，小昭寺被国务院公布为自

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列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近 年 来 ，曲 水 县 坚 持 把 产 业 扶

贫、就业帮扶作为精准扶贫、助农增

收的根本之策，深入挖掘高原水、空

气、土壤、人文环境“四不污染”独特

优势，大力发展净土健康产业；线上

线下齐发力，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发

挥净土健康产业平台作用，促进群众

就业增收，让农牧民群众持续受益。

笔者认为，下一步，要继续抓好产业

强支撑、就业促增收，为实现全县长

效稳定脱贫提供强力支撑。

群众能不能脱贫致富，主要看有

没有谋划好能帮助他们稳定增收的

产业项目。只有产业振兴，才能增强

乡村吸引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乡

村聚集。在曲水县才纳乡白堆村，农

民可以把土地交给农机合作社运行，

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种

植模式，把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融合

起来，实现农民稳定增收。拉萨市其

他县区可以借鉴曲水模式，充分发挥

区域优势，依据独特区位、自然和资

源条件，培育特色经济，打造特色产

业和品牌产品，把具有明显优势的产

业和产品做大做强，这不仅能拓宽群

众 增 收 渠 道 ，也 能 带 动 当 地 经 济 发

展。在做好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还

要拓宽农产品销路，通过“线上+线

下”联动的销售方式，化解产品“丰收

的烦恼”。

稳 就 业 ，是 决 战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的关键一环。曲水县通过举办培训班、田间实训等方

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强劳动就业技能，提升就业

率。在实现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可以外出打工，这

就 需 要 加 强 农 牧 民 的 技 能 培 训 ，提 升 他 们 的 就 业 质

量。要积极推进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广泛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统筹开

展再就业培训和转岗培训，大力推进创业创新培训。

稳就业，还要支持鼓励发展中小微企业，建立健全城

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

同工同酬制度。

对于腿脚有些不便的阿龙次仁来

说，西藏罗占民族手工艺发展有限公司

就是他的半个家。“我是个残疾人，在吃

住都解决的公司工作，心里很踏实。现

在 我 一 个 月 工 资 可 以 拿 到 4000 元 左

右。”阿龙次仁笑呵呵地说。

阿龙次仁所在的公司位于拉萨市

达孜区工业园区，走进园区便能看见一

片红色厂房。这里便是集职业技能培

训、白纳锻铜技艺传习等多种功能为一

体的西藏罗占民族手工艺发展有限公

司。

白纳锻铜技艺闻名遐迩。公司展

厅内“致富带头人”“自治区非遗项目传

习基地”“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

牌匾挂满了整整一面墙。

走进非遗厂房，数名锻铜艺人席地

而坐，敲打、焊接、雕刻、抛光、锻造着铜

像。

光是雕凿用的工具錾子就有 100 多

种 ，制 造 一 般 铜 像 需 花 2 个 多 月 的 时

间。一些精致的小型铜像，一年只能出

五六件。

如今，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几年

后，除了西藏本地，也不乏青海、四川、

广东及尼泊尔等海内外的订单。

“我们公司现在有 20 多个工人，普

遍工资每月 3000 元左右，最高每月可以

拿到 1.2 万元，工人大多都是达孜本地

的农牧民。作为白纳锻铜技艺传承人，

我承担着传承发扬这门手工技艺的任

务，今后会更努力，为民族手工艺的发

展培养后继人才，也会在手工艺产品上

不断求新求变。”公司负责人罗布占堆

坚定地说。

近年来，该公司开办了青铜锻造、

玉石雕刻教学课程，招收来自各地的

学生，培训一些生活较为困难的当地

群众，让他们免费学习锻铜技艺。学

成后，还根据不同技艺水平每月发给

工资，让传统手工艺扶心扶志、扶贫助

残，使传统手工艺进一步迸发出增收

动力。

近年来，曲水县牢固树立抓净土健康产

业就是“抓民生”“抓生态”“抓长期建藏”的

发展理念，依托高原水、空气、土壤、人文环

境“四不污染”独特优势，以推进高原有机农

牧业生产为基础，重点发展高原特色农牧

业、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中藏医药产业、健

康休闲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及饮品产业，

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群众致富

2019 年，曲水县才纳园区荣获国家七部

委颁发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称号，这使其在农业观光旅游、休闲经济等

方面具有了十分充足的优势，园区也成为了

拉萨市民的“后花园”。

一产跟着二产需求走，三产带动一二产

发展，一二产同时也推进三产提升，曲水净

土健康产业积极统筹建设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产业间有了密切衔接，效果突出。

科学布局第一产业。作为全县发展万

亩藏中药材种植的桥头堡、排头兵，曲水净

土健康产业以才纳园区为中心辐射全县，在

全县范围内推广种植藏当归、黄芪、藏边大

黄等 20 余种藏中药材 8000 余亩，可实现亩均

增收 3000 元。此外，郁金香、唐菖蒲、玫瑰花

等 30 余个品种的花卉与经济林也得到市场

认可，获得良好经济效益。

大力推进第二产业。曲水县净土健康产

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特色和质量为切入

点，与企业进行订单式合作，经过将产品转化

为商品，进一步提升经济价值。曲水荣顺生

物科技有限开发公司于 2018年 9月 27日获得

“吉尼斯世界纪录高海拔葡萄园”种植称号，

2019年推出新品种拉萨葡萄酒红标、金标、黑

标 3种品牌，共计销售 1万余瓶。

稳步提升第三产业。曲水县积极打造

传统民族旅游产业园秀色才纳 AAA 旅游景

区，完成包括 A 区花海、B 区水果采摘、农耕

藏药材博物馆、旅游风俗一条街等景点的打

造，扩大产业辐射带动群众致富作用。

线上线下发力 拓宽产品销路

“我种植了青稞和藜麦，都是订单式生

产，不担心销售问题。”才纳乡群众旦增赤列

告诉记者，2019 年他种植的青稞收购价每斤

3.5 元，藜麦每斤 8 元钱，都高出市场价，农闲

的时候还可以打工，家中早已过上了富裕日

子。

像旦增赤列一样依靠种植“订单式”农

产品增加收入的群众在曲水县还有很多。

2019 年，曲水县推广“订单式”有机青稞 2500

亩，比市场价每斤高出两元收购，仅这一项

就帮助群众实现增收 200万元。

在农产品的销售上，曲水县净土健康产

业还探索产品流通新机制，积极推进电商平

台及线下服务点建立，实现线上线下共同推

进，帮助农牧民群众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净

土特产走出去。以“互联网+”思维，构建产

品运营体系，依托京东、淘宝企业店铺等平

台，上线推广销售。2019 年，线上销售额超

过 150 万元，线下营业额超过 190 万元，净土

产品代销总计 260余万元。

电商培训方面，曲水县现已完成 18 期培

训，总计完成 1446 人次的总体培训目标，目

前已有 47 人开始从事电商方面的创业，6 家

企业开始参与电子商务，解决 7人就业。

发挥平台作用 稳就业促增收

在 才 纳 园 区 ，村 民 米 玛 每 个 月 的 收 入

有 5000 元，主要负责产业工人管理和作物

种植指导、管理。“每天在花丛中工作，心情

好。”米玛边指导工人们管理花卉，边呼吸

新鲜空气。

自曲水县才纳乡发展净土健康产业以

来，为才纳村乃至全乡、全县带来了巨大变

化，最显著的是农民收入渠道变宽，经济收

入有了较大提高。在才纳乡白堆村，农牧

民可以把土地交给农机合作社运行，从耕、

播、田间管理、收获都由农机合作社操作。

农 户 可 以 前 去 务 工 ，每 户 平 均 15 天 ，每 天

150 元，每户增收 2250 元。目前，曲水县在

全县范围内适度规模化流转农牧民群众土

地 共 计 3 万 余 亩 ，实 现 1400 亩 土 地 的 托 管

与半托管服务。

曲 水 净 土 健 康 产 业 的 发 展 ，园 区 的 不

断 规 划 建 设 ，为 当 地 农 牧 民 群 众 搭 建 了

致 富 平 台 。 2019 年 ，才 纳 园 区 务 工 群 众

达 600 余 人 ，有 机 肥 加 工 厂 、奶 牛 养 殖 场

建 成 后 ，预 计 可 为 700 人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

让 更 多 的 群 众 实 现 产 业 致 富 。 此 外 ，曲

水 净 土 健 康 产 业 还 通 过 集 中 授 课 、田 间

实 训 等 方 式 培 育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目 前 已

培 育 出 238 名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人 均 年 增 收

5.4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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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连日来，拉萨市在全市

范围内积极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专项行动，进一

步提高了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防骗意识和防骗能力。

据了解，此次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将坚持打击、整治的同时，全方位、多角度强化防

范、宣传工作。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遏制当前拉萨市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势，增强人民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意识，有效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重大财产

损失，全面深化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宣

传工作。

近日，西藏浙江商会向拉萨市城关区纳金小学捐

赠了口罩、消毒液和牛奶等价值 4.68 万元的抗疫爱心物

资。

图为学校向商会赠送锦旗并敬献哈达。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拉萨市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

小昭寺

转 经 廊 道 壁 画 维 修 工 程 启 动

打造群众致富“快车道”
—曲水县净土健康产业助推群众稳定增收

本报记者 卢文静

做好一碗杂酱面
——肖立强在藏创业记

本报记者 鹿丽娟

老工艺引来“致富泉”
本报记者 鹿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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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让 易 地 搬 迁 群 众 了 解

更多信息，持续丰富他们的精神

生活，4 月 22 日起，墨竹工卡县委

宣传部协同县广播电视台组织

技术人员在该县嘎则新区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为已经入住的

391 户农牧民群众陆续免费安装

有线数字机顶盒。据悉，数字机

顶盒开通后，可收听收看 114 套

有线数字电视节目和 12 套广播

节目。

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向 住 户 发 放

机顶盒。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服务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