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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农 事 忙 加 油 奔 小 康
—卡若区田间奏响春耕“交响曲”

本报记者 陈志强

本报巴宜 5月 6日电（通讯员 唐晓光）近日，驻林芝某部官兵

与驻地村民共同开展军地安全督查，确保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据悉，在此次安全督查中，该部官兵与驻地村民一同对村庄内

每家每户的消防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消防漏洞和安

全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帮助村民更换失效的消防设备。活动中，该

部还与村“两委”班子共同研究讨论制订军地联合安全应急预案，

此外，官兵们还为村民普及季节性事故预防知识和日常用电用火

安全知识，让村民了解到更多的安全常识，有效提高了村民的安全

意识。

驻藏某部

与驻地共同开展安全督查

春日的卡若草长莺飞，一片大好春光。

随着春意渐浓，农时不等人，一曲美妙的

春忙“交响曲”在卡若区奏响。

依斯麻是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

机站站长。日前，他来到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

桑多村，在这里开展“3414”田间肥效的试验，确

定粮食作物的最佳施肥模式，助力农业生产。

依斯麻告诉记者，他这次作为自治区农业

技术服务工作组一名成员来到卡若区，主要任

务是宣传党的强农惠农政策，把农业实用技术

和科技成果、市场信息送到田间地头，为农业增

产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站在田间的西迪，是桑多村党支部书记。

他高兴地说：“自治区的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科学

种植、使用肥料和灌溉的方法，村里的科技特派

员和村民都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种植知识。”

春风送暖，万物萌发。走进卡若区卡若镇

左巴村的温室大棚里，只见芹菜、香葱等蔬菜

长势喜人，有的村民在摘菜，有的村民在施肥，

有的村民在除草。

村民朗加次仁正在自己负责的大棚里细致

地拔杂草，以确保这一季蔬菜能有个好收成。

与朗加次仁同样勤劳的还有村民达扎。

他曾经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来到这里打工

后，每月可以拿到 4000 多元的工资。“现在收入

稳定，家里不仅盖了新房子，买了摩托车，也能

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了。”

记者了解到，左巴村的一座座温室大棚不

仅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果蔬，也是村民致富的

“金钥匙”。2019 年全村 21 座温室大棚产值 30

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30人增收 17万元。

左巴村不止温室大棚搞得红红火火，畜牧

养殖也蒸蒸日上。育肥基地的技术员辜茂良

正带领着村民一边喂牛一边观察牦牛体质，准

备根据不同牦牛的体质情况作进一步改良，为

夏季牦牛育肥打好基础。

作为畜牧技术员，辜茂良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赢得了左巴村村民的信任。他每天都在育

肥基地，和村民一起喂牛、观察牛的生产情况，

防止它们生病、受伤，同时手把手传授村民养殖

技术，使左巴村的牲畜养殖更加科学规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位于卡若区埃西

乡蒙普村的富民扶贫苗圃基地内，也是一片热火

朝天的景象，蒙普村的村民正在栽种杨树和柳树。

趁满头大汗的村民泽仁拥宗歇息，记者与

她聊了起来。说起扶贫苗圃，泽仁拥宗满脸笑

容：“自从在苗圃基地就业之后，我不仅学到了

苗木种植及移栽的技术，还增加了收入。”

身为蒙普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也在苗

圃干活。在他的记忆中，以前这一片都是荒

地，看不到几棵树。自从政府投资了富民扶贫

苗圃基地，闲置地利用起来了，荒地绿了，环境

改善了，群众增收了。

如今的苗圃基地已有云杉、杨树、柳树、山

杏等十多个品种，五十余万株苗木。截至今年

3 月，苗圃基地销售各类苗木 75310 株，销售额

达 473.8056万元，实现固定收益 130余万元。

春来正当时，人勤地生金。当前，不止卡

若区，整个藏东大地上的干部群众都在“撸起

袖子加油干”，奋斗在希望的春天里。

一座座温室大棚内，西红柿、青椒、草莓等各类果蔬竞相生长着。山南市“菜篮子”工

程琼结标段“菜篮子”基地是 2019年竣工的民生工程，基地共有 348座日光温室大棚、10座

育苗温室、1座智能温室，已吸纳当地 40名群众就业。

图为琼结县下水乡村民在温室里忙碌。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 菜 篮 子 ”丰 收

本报拉萨 5月 6日讯（李东淮 旦增念扎 记者

袁海霞 郑璐）4 月 26 日，最后 2 台总重近 200 吨的主

变压器成功抵达西藏吉隆 500 千伏变电站建设现

场，标志着藏中与阿里电网联网工程（以下简称阿

里联网工程）500 千伏变电站主变压器运输工作全

面完成。

据了解，本次运输主变压器共 4 台，运输采取铁

路和公路两种方式，前后历时 45 天，运输起点为山

东省淄博市，途经河北、北京、内蒙古、宁夏、甘肃、

青海 6个省区，全程 5402公里，需驶过青藏线等高海

拔公路，沿途最高海拔 5300 米，运输难度最大段属

海拔 5236 米的孔塘拉姆高山冰雪路段。运输全程，

有关各方积极加强协调沟通，相关省市及路政等职

能部门为电力大件运输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运输全

程顺利通畅。

为确保运输工作安全高效，国网西藏电力及时

成立吉隆变电站变压器运输项目部，全面负责运输

协调、人员组织、安全保障、路线规划等一系列工

作。“本次主变压器运输至孔塘拉姆山时，因大雪天

气造成路面结冰，导致运输受阻 5 天，我们共开展积

雪路勘 4 次。”阿里联网工程指挥部物资部主任尹祖

军告诉记者。尹祖军介绍，为确保主变压器运输安

全平稳，现场人员经过多次现场论证后，采取增调

牵制车头的方式，全面压降运输车辆行驶速度。

4月 30日，随着 12BN094号铁塔顺利吊装，阿里

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以下简称阿里联网工程）120

基沼泽地铁塔全部组立完成，这是工程在努力克服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全面推进复产复工过程中，全

力攻坚完成的线路施工又一关键节点，为工程全线

按期高质量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120 基沼泽地塔位分布在阿里联网工

程 220千伏线路 4个标段，起于日喀则市萨嘎县拉藏

乡，止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绵延 500公里。

阿里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工程建设指挥部

高度重视沼泽地施工进度推进，组织参建单位持续

加大施工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方案，采取有效措施，

针对沼泽地内工程必须抢在冬季施工的特点，紧紧

抓住极寒天气下形成冻土的有利条件，克服种种困

难，全面推进沼泽地基础开挖、浇筑和组塔工作，全

过程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

同时，在沼泽地施工过程中，大力推进工程科

技创新，实施高海拔沼泽地螺旋锚基础关键技术攻

关，并在国网西藏电建公司（线路包 13）承建段沼泽

地基础施工中成功应用，形成覆盖地质评价、基础

选型、设计和施工应用全过程的成套技术。这是西

藏地区采用该技术进行电网建设的首次尝试，为今

后高海拔地区沼泽地条件下，电力基础工程建设和技术创新作出积极有益的探索

实践。

去年冬天是个暖冬，今年冻土消融早于往年。面对沼泽地施工工期紧，建设

任务艰巨等实际情况，工程各项目部基层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冲

锋在前，青年奋勇争先，充分发扬“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追求更高”的精神理念，

全体施工人员以“务期必成、务期必胜”的气概，冒着最低气温零下 35 摄氏度的极

寒天气，顶着寒风暴雪，带着护目镜，背着氧气袋，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高原上，在

冰冷刺骨的寒冬中，忍着剧烈的高原反应，战天斗地、连续奋战，终于抢在天气回

暖和冻土消融前，顺利完成所有沼泽地铁塔基础和组塔工作，为后续顺利开展导

线展放和线路全面贯通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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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革吉5月 6日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近日，阿里地区革

吉县革吉镇康巴列村举行 2019 年绵羊短期育肥项目合作社、村集

体商品房租金分红仪式，村“两委”班子、监督委员会成员、驻村工

作队、每户代表共计 100余人参加。

据了解，2019 年康巴列村绵羊短期育肥经济合作组织创收

10.7余万元，商品房租金创收 2.7万元，此次分红仪式惠及全村 113

户 448 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弱势群众收益颇丰。在进行

分红的同时，驻村工作队队员还向群众讲解脱贫攻坚相关政策，

并宣读 2019年康巴列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运营报告。

下一步，康巴列村将继续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新

成立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革吉县康巴列村合作社

为全村 113户群众分红

土旦平措，一名来自墨竹工卡县的大学毕业生，原

本待业在家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2019年 11月，他加入

了“格桑花开”墨竹工卡大学生就业创业特训营，开启了

人生的一段新旅程。2020年 2月中旬，土旦平措学成归

来，和同批学员顿珠次仁共同创立了西藏墨竹格桑花开

大学生创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服

务、企业营销策划、商务信息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等。目前，公司运营已走上正轨。

“在特训营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的小组生

活会。在会上，学员们放下面子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

让我们了解了别人眼中的自己。特训营的训练让我开始

正视自己，也为我指明今后的发展方向，让我萌生了创业

的念头。我从内心深处感恩特训营带给我的转变，让我

更有信心走好创业路。”土旦平措信心十足地说。

什么是特训营，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这还得从南

京市第九批援藏工作说起。2019年 6月，来自江苏省南

京市的第九批援藏干部抵达墨竹工卡县开始新一轮的

援藏工作。恰逢大学生毕业季，如何利用南京的先进

经验和发展优势，助力当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培养建设基层的优秀人才，南

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立足实际，开拓创新，探索援藏新

“授渔”之道——开办特训营，用“1+3+N”模式打通创

业就业“最后一公里”。

日前，32名原本待业在家的墨竹工卡籍大学生参加首

批“格桑花开”墨竹工卡大学生就业创业特训营，通过在南

京“1＋3＋N”特训后，迎来了4名在南京就业，4名在拉萨创

业，19名被两家在拉萨的龙头企业“抢走”的“开门红”。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不是难在岗位奇缺，而是

难在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就业能力的提升。从毕业到就

业，从学校到单位有一段无形的路，阻隔着大学生的顺

利就业，而‘格桑花开’南京特训营通过‘1+3+N’模式，

着力转变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能

力，打通就业创业道路上的‘最后一公里’。”墨竹工卡县

第九批援藏干部、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施勇君，

针对该县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点、痛点开出一剂良方。

据介绍，特训营的“1＋3＋N”模式即在南京封闭式

集训 1 个月，在南京见习、实习 3 个月，拿到 N 个管理工

具，掌握 N 个技能，开创在南京就业创业及在西藏就业

创业等 N 个可能。在接受为期 1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后，

学员们通过参加礼仪训练、自我发现、执行力等课程，

实现了从腼腆到自信、从胆怯不敢说话到争先恐后上

台演讲的转变，就业创业信心、激情和热情得到全面激

发。32 名学员按照喜好和职业规划，分别到公司相关

岗位上实践磨炼 3 个月，其中 3 名学员在创业岗位上进

行锻炼；15 名学员学习销售知识、提高沟通能力；14 名

学员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提高办公技能。此外，特训营

每周召开一次小组生活会，学员总结经验和收获，教练

进行评分和指导。

为了让参加特训营的学员们没有后顾之忧，南京

市与墨竹工卡县政府在包食宿的基础上，每月为每位

学生发放 2000多元生活补助。

仿佛是一场破茧成蝶。通过培训后的大学生打破

了待业在家，准备考公务员或公益性岗位的思想，同时

也提高了社会实践和就业能力，成为被用人单位抢着

要的“香饽饽”。

“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培养一批

高素质的高校毕业生成为企业今后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通过特训营培训后的学员正好满足了这一迫切要

求。”“抢走”15 名学员的江苏启安建设集团西藏分公司

党支部书记施永新表示。

次仁琼达就是 15 名学员中的一员。如今他对自己

的未来也充满期待：“很荣幸被公司选中，以后在岗位

上，我会发挥好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把公司当成自

己的家，为公司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

新一年的大学生就业季即将来临。据悉，首届特训

营成功开办后，墨竹工卡县今年将在全面总结成功经验

的基础上，与南京援藏指挥部开办第二届特训营，为更多

大学生提供广阔的平台机遇，为他们就业创业赋能。

“今后，我们还会在‘格桑花开’创业就业特训营的

基础上，创新拓展‘格桑花开就业创业成长营’，推出‘格

桑花开人才+’关怀计划，对每位特训营结业学员进行跟

踪管理，制定成长数据库和职业生涯规划，实现将短期

特训向长效机制建立的转变，为助推西藏经济社会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施勇君表示。

南京市第九批援藏干部开办特训营，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开良方—

创业就业的新“授渔”之道
本报记者 潘璐 裴聪 鹿丽娟

本报拉萨 5 月 6 日讯（记者 王雨

霏）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边

巴扎西主持召开专题会，就如何讲好

脱贫攻坚故事进行研究部署。会议传

达学习了中央领导有关批示精神，传

达学习了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

和吴英杰书记有关指示批示精神。

边巴扎西强调，只有读懂脱贫攻

坚这一新时代的不朽史诗，全面深刻

认识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才能真正讲

好脱贫攻坚的生动故事。广大新闻工

作者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把总

书记重要论述作为讲好脱贫攻坚故事

的强大思想武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

边巴扎西要求，要以强烈的使命

感、责任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

一线，用足够的时间蹲点采访，用心用

情 宣 传 我 区 脱 贫 攻 坚 取 得 的 伟 大 成

就，生动直观反映脱贫攻坚给各族群

众生产生活、城乡面貌带来的巨大变

化，以切身的体会诠释脱贫攻坚伟大

成 就 所 蕴 含 的 思 想 伟 力 、制 度 优 势 。

要用好脱贫攻坚这一生动教材，深入

揭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

新西藏，就没有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

就没有西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更

加美好的明天，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发

自内心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

深入挖掘、精彩呈现，通过新闻宣传、

文艺宣传、社会宣传，大力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论述在西藏的成

功实践，大力宣传我区脱贫攻坚的伟

大成就，大力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宏伟事业，大力宣传西藏各族人民

感恩奋进的典型事迹，进一步提振各

族干部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精气神。

边巴扎西主持召开讲好脱贫攻坚

故事专题会时强调

讲好脱贫攻坚故事必须沉下心来蹲点采访

本报拉萨 5 月 6 日讯（贾振徽 记

者 王菲）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获悉，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民航西藏区局

共保障全区运输起降 517 架次，旅客吞

吐 量 55517 人 次 ，货 邮 吞 吐 量 571.5

吨。同时，从 5月 3日起，民航迎来夏秋

航班换季。

这其中，拉萨贡嘎机场运输起降

363 架次，旅客吞吐量 43735 人次，货邮

吞吐量 493.956 吨；昌都邦达机场运输

起降 58 架次，旅客吞吐量 5056 人次，货

邮吞吐量 25.604吨；林芝米林机场运输

起降 60 架次，旅客吞吐量 4099 人次，货

邮吞吐量 39.82 吨；阿里昆莎机场运输

起降 12 架次，旅客吞吐量 993 人次，货

邮吞吐量 0.131 吨；日喀则和平机场运

输起降 24 架次，旅客吞吐量 1634 人次，

货邮吞吐量 11.988吨。

据介绍，按照夏秋季航班计划，西

藏区内各机场新增拉萨—徐州、拉萨

—湛江、林芝—珠海等 7 条航线；西藏

各市地至北京、成都、石家庄等航班量

同比增加 15 个，区内各机场的通达性

进一步增强。换季之后，2020 年区内

夏 秋 季 航 班 计 划 较 2019 年 同 期 上 浮

14.9%。

我区民航迎来夏秋航班换季

“五一”期间旅客吞吐量逾 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