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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巴宜区全面启动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加强重点区域环境综

合 整 治 ，村 庄 庭 院 绿 化 实 现 全 覆 盖 ，水 、大 气 、土 壤 环 境 达 标 率 实 现

100%。

图为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村民扎西格勒在自家庭院给草坪洒水。

本报通讯员 杨志宏 本报记者 王珊 见习记者 胡文 摄

“搬进新家的感觉真好！”这是 4月 16日上午，尼玛次仁搬到巴

宜区集中供养中心后说的第一句话。

现年 56 岁的尼玛次仁是巴宜区米瑞乡嘎萨村一名孤寡老人，

也是一名老党员。老人腿脚不好，且带有先天性残疾，2017 年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让老人安享晚年，早在几年前，嘎萨村“两委”班子和驻

村工作队就一直劝他搬到巴宜区集中供养中心，那里不仅生活条

件好，吃穿不愁，而且还有专人照料。这样，老人住得舒心，村干

部也放心。

可这个建议被尼玛次仁老人回绝了，他说自己是一名党员，

虽然腿脚不好，但也能养活自己，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可最近两年来，随着年纪的增长，尼玛次仁老人的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腿脚也越来越不听使唤，高血压、心绞痛等各类疾病经

常发作，让老人常常痛苦不堪。

今年初，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

十分着急。他们及时联系民政、扶贫等部门，帮助他向巴宜区集

中供养中心提出集中供养的申请。

4 月中旬，尼玛次仁的申请终于批复下来了。得知这一消息，

村“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及乡亲们都替他感到高兴，说他下半

辈子终于有了依靠。

4 月 16 日，尼玛次仁准备搬新家了。这天，他早早地换上了新

衣服，在家门口等着驻村工作队和乡里的干部，准备一起出发前

往“新家”。

上午 10 点，尼玛次仁在驻村工作队和乡干部的陪同下，来到

了巴宜区集中供养中心。

走进巴宜区集中供养中心大院，“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

医、老有所学”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楼房宽敞漂亮，环境干净整洁。

得知他要来的消息，集中供养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就守候在

了院内。尼玛次仁一下车，工作人员就热心地过来搀扶，仔细向

随行人员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得知尼玛次仁患有高血

压，医务人员立即帮助尼玛次仁测量血压，并嘱咐他平时要多注

意休息，多保养。

稍作休息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尼玛次仁先后参观了院

内医疗室、活动中心、理发室、食堂等场所，帮助他熟悉环境。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看到有新的朋友到来，一路上，不时

有老人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这让尼玛次仁老人心里暖洋洋的，真

正有了“回家”的感觉。

老人的新家早在几天前就由工作人员打扫得干干净净，洗漱

用品、生活用品以及衣柜、茶几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老人东瞅

瞅、西摸摸，显然对这里的环境十分满意。

想到下半辈子终于有了依靠和着落，尼玛次仁十分高兴。临别

前，他紧紧握住驻村干部的手，激动地说：“这里很好，我很满意。感

谢党，感谢政府，让我们这些孤寡老人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林芝市巴宜区地处西藏东南部，素有“雪

域江南”之美誉，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土

地肥沃，资源丰富……如何将这些高原生态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切实打

造集生态、旅游、文化、宜居、幸福为一体的高

原经济强区？巴宜区委书记米次、区长严世

钦一致认为：关键是要在优化和融合上下功

夫，通过强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林芝市巴宜区按照产业发展

思路，优化存量，扩大增量，提前统筹谋划

“十四五”项目盘子，切实推动产业优化融

合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旅游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

4 月 20 日，由广东省东莞援藏工作队援

建的大柏树西藏特色产品和旅游交易推广

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巴宜区

布久乡工布原乡景区基础设施项目、卡定

沟 4A 景区入口提升改造工程、嘎拉桃花村

配套设施建设等项目也正加班加点进行施

工建设。林芝市巴宜区各景点处处是一派

繁忙的景象，各个旅游优化升级改造项目

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成并逐渐投入使用，

准备迎接旅游高峰期的到来。

近年来，为不断优化旅游产业升级，巴

宜区强化旅游规划引领，全面启动全域旅

游规划编制工作，先后完成了工布原乡、柏

树王园林、环多布湖景区等 8 个旅游规划。

加大了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逐步推进嘎拉旅游示范村、柏树王园林景

区、工布原乡景区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时，

着力打造特色旅游产品，通过整合辖区内

景区景点资源，加强四季旅游产品开发，推

出一日游、多日深度游等多层次旅游线路。

在此基础上，巴宜区还强化旅游营销

力度，积极探索旅游营销新模式，进行全

景、全时、全季的元素整合，发挥新媒体营

销作用，加强线路包装和推广，积极组织和

参与各类宣传推介活动，努力提升旅游美

誉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优化融合发展。

2019 年，巴宜区共接待游客 21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9.64亿元。

特色农牧业蓬勃发展

“这是我们种植的草莓，每天可以采摘

二三十斤，每天收入一千多元。”“这是我们

基地种植的苹果，今年长势喜人，预计年底

会有大丰收。”“这是我们养的藏香猪，目前

已经有多家餐馆企业来订购”……初夏时

节，记者行走在尼洋河畔的乡间村落，随处

可见一派产业兴旺的可喜景象。

为持续改善民生，增加农牧民群众收

入，巴宜区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推进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按照

“一带一园六基地”产业总体布局，示范引

领绿色发展，持续推进更章现代农业核心

产业园建设，积极发展田园采摘、藏家体验

等生态休闲新业态。推进蔬菜基地建设，

着力打造米瑞“蔬菜之乡”；推进百巴镇和

米瑞乡藏猪基地建设，加快完善藏猪产业

链；推进林芝镇禽类养殖基地建设，切实保

障家禽市场供应；推进布久乡、林芝镇、米

瑞乡水果种植基地建设，打造“林芝苹果”

品牌；推进百巴镇、八一镇花卉苗木基地建

设，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目前，藏猪饲料加工、猪仔繁育、藏猪

养殖及加工基地建成，藏猪产业链基本形

成。建成林芝市最大商品鸡基地，禽类养

殖达 55 万只（羽）。巴宜区优质蔬菜生产基

地、蔬菜基地等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蔬菜

基地面积达 9603 亩，新增自治区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 30 个。水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

1.8万亩。2000 吨水果冷藏气调库项目基本

建成，水果产业链有效延伸。2019 年,巴宜

区农牧业总产值实现 2.5 亿元，农牧业增加

值实现 1.83亿元。

商贸物流业发展形势喜人

昔日一片河滩地，今日成了聚宝盆。5

月上旬，记者来到了八一镇公众村，欣喜地

看到，昔日杂草丛生的河滩地，如今厂房耸

立，车流不息，已被建成了林芝市最大的建

筑构件产业园。

为扎实推进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2016 年以来，巴宜区不断创新工作思路，紧

盯物流环节、营商环境，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重点推进巴宜区建筑构件产业园项目、

巴吉物流产业园项目和永久万吨农产品批

发市场项目建设，积极打造专业化协作、竞

争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园区。

巴宜区建筑构件产业园项目于 2018 年

开始实施建设，园区占地总面积 1550 亩，基

础建设总投资 18567.13 万元。目前工程一

期建设已基本完成，二期完成总工程量的

55%，目前正积极推进企业入园建设工作。

永久村农副产品冷链生产加工储存配

送中心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占地面积 120 亩，整体分为两个片区，

一期工程占地 75 余亩，建设包括蔬菜水果、

水产肉类、干杂粮油及酒店用品批发等各

类 门 面 、仓 库 198 余 间 及 菌 类 、豆 制 品 加

工。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夜间流动摊位交

易的需求，项目还专门设立 215 个停车位，

彻底解决林芝现有农贸市场停车难、管理

难的根本问题。目前，已完成一期项目工

程量的 70%；二期工程也将在今年 7 月份动

工建设。届时，将成为覆盖林芝各县区，辐

射拉萨、山南的一体化综合市场。该项目

每年可为永久村集体增收 70 余万元，辐射

带动周边 1000余名群众创业就业。

巴吉物流园区总占地面积 400 余亩，一

期项目占地 229.87 亩，建筑面积 9800 平方

米，仓库区按特定功能分为大型机械类储

备仓库、轻工业、日用百货仓储区和轻工业

加工区。一期项目于 2019 年 7 月正式投入

使用，每年为巴吉村村集体增收 200 万元，

项目建设期间为本地群众增收 1600 万元的

人工、机械费用。目前，二期工程正履行报

建手续。

“要不是扎西书记，我还住在原先的破房子里。我都这么大

年纪了，还能住上这么好的公房，真得感谢扎西书记，他就是我的

恩人。”谈起扎西书记，五保户央金噙着泪花说道。

在百巴镇百巴村，一说起村党支部书记扎西，群众都会竖起

大拇指。

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党支部书记，何以赢得群众的拥护和爱

戴？这一切源于他多年如一日，把群众当亲人，想他们所想，急他

们所急，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虽身处小岗位，但

他用自己的责任诠释着平凡岗位中的大爱。

来到五保户央金家，不算大的房屋里配套家具一应俱全，房

子虽不大，但是足够央金老人一人居住。2010 年起，扎西就主动

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为了帮助她改善居住条件，扎西组织

全村党员，为老人在村公房边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了一间小屋，让

老人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十多年里，老人生病住院 5 次，每

次都是扎西垫付各类费用。村里有人背后说他“傻”，可他总是笑

着说：“谁让我身在村支书这个岗位上，群众有困难我必须得帮

忙，这是我的责任。”

由于央金老人不识字，这几年，扎西一直负责帮助老人做个

人经费收支工作，慰问金、补贴、住院费用报销，除去给老人必要

的生活费，剩余的钱他都帮老人一分不少地存到卡里。短短几

年，他不仅帮老人还清了所有欠款，结清了所有住院费用，还让老

人卡里有了数万元的存款。村里人都说，他不仅是村里的支部书

记，同时也是央金老人的私人“财务助理”。

在百巴村，有困难找扎西成了村里人的习惯。加是村里的一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常年受乙肝病痛折磨，三天两头往医院跑，有

时手头钱紧张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扎西。“我经常一借就是好

几百，甚至上千，扎西书记每次都会毫不吝啬地拿给我，并且从不

催我还钱，还嘱咐我好好看病。”加感激地说道。

2015 年以前，百巴村村口的道路一直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当时，林拉高等级公路修建即将结束，施工方各类施

工设备一直闲置在工地上。扎西突发奇想，借着这个机会，利用

这些施工设备将入村道路修缮一下。他白天跑到项目指挥部找

施工方协调，晚上在村里开会，说服全村群众义务投工投劳。在

他和全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半个月后，终于将村里泥泞不堪的

土路修建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路，方便了群众出行。

百巴镇小集镇有很多餐馆，但是规模都比较小。扎西从中

看到了商机，他组织全村群众成立了百亚吉林合作社，让全村群

众参与入股，让每家每户都有一份收入。“看到百姓能多一份收

入，我真的很高兴。老百姓信任我，要我担任村支书，我就有责

任给老百姓谋福利，大家一起努力奔小康。”扎西书记开心地说

道。

本报巴宜电（达娃 记者 王珊 见习记

者 胡文）4月 28日，巴宜区“三岩”片区八一

镇加乃村“巾帼扫盲夜校”开班。 巴宜区妇

联、八一镇妇联负责人，加乃村村“两委”班

子、驻村工作队全体队员、村幼儿园教师，

以及夜校全体学员参加了开班仪式。

4 月 初 ，巴宜区 妇 联 结 合 脱 贫 攻 坚 、

乡村振兴等工作，在深入“三岩”片区开

展走村入户、调查摸底时了解到，“三岩”

片区搬迁妇女几乎全部为文盲，缺乏技

能。为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巴宜区妇联

把开办“三岩”片区“巾帼扫盲夜校”工作

纳入了 2020 年妇联工作重点，并在加乃

村进行试点。

据悉，“巾帼扫盲夜校”授课内容主要

以藏语、汉语、算数基础知识为主，同时大

力宣传《婚姻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各个领域安全生

产综合治理等法律法规，此外还进行妇女

健康知识讲座和种植养殖等技术的培训。

下一步，巴宜区妇联将通过以点带面，

逐步将夜校推广至更章乡娘萨村、百巴镇

嘎吉村等“三岩”片区扶贫安置点，确保所

有搬迁妇女在扶贫路上不掉队。

本报巴宜电（周国荣 记者 王珊 见习记

者 胡文）为杜绝森林防火安全隐患，4 月下

旬以来，巴宜区领导分别深入各乡镇，就森

林防火工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检查组详细查看了各乡镇森林防火、

安全生产等相关应急预案，认真听取了森

林防火工作汇报，并查看了林业管护站森

防物资储备和管护工作开展情况。

检查组要求，一是要注重以防为主，切

实做好群众森林防火等安全风险防范的宣

传教育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防火、防洪等

应急演练工作，全面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

识和应急避险技能，确保森林防火等安全

风险防范要求人人皆知、入脑入心。二是

要深入扎实开展森林防火等各类安全风险

隐患的检查排查巡查，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人

人落实责任，全力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三是要完善应急处突机

制，各乡镇、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提升本单

位、本部门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精

准把控职责分工，细化各个环节，全面提升

应急处突和安全发展能力，切实保护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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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巴宜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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