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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巨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安生

生产许可证经济类型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公

司”。

特此公告

西藏巨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变 更 公 告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昌都地区拉妥至芒康公路改建工程施工 2 标段工程项目”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已结算完毕，无拖欠

情况。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浦仕好

联系电话：15154801690
特此声明

西南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公 示
由我公司承建的【提前实施“十三五”公路危桥改造工程施工第五标段】，现已全部完工（昌都片区桥梁 24 座，林芝片区

桥梁 10座），所有民工已全部退场，且民工工资已全部足额发放未有拖欠情况。

如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清理拖欠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举报。

举报电话：13908914739 巴桑次仁

特此公示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路危桥改造工程五标段项目经理部

2020年 6月 17日

声 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公安局宁中乡派出所建设项目”已完工，所有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已结算完

毕，如有异议，请于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13308986859

特此声明

西藏绿环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何建良不慎，将身份证（号码：411223197309099091）

及驾驶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声 明
西藏祝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地址由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南路东郊老安居苑南区 25 栋 4 号迁至“日

喀则市桑珠孜区科技路珠峰众创空间 2—2号（日喀则市科技技术局旁边）”，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01025003204）、财务

专用章（编号：5401025003206）、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25003206）及法人次仁白央私章（编号：5401025003208）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祝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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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5 月下旬以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进入

了雨季。布拖县乐安乡党委副书记木乃什古，担

忧着正在建设的洛恩村安全住房路面质量。“昨

天水泥路面刚抹平，就被夜雨打得稀烂，今天干

了一上午才补回来，工程质量不能降！”

凉山州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

一，脱贫攻坚必须啃“硬骨头”。由于基础条件

差，加上受疫情影响，原计划收尾的一些建设项

目的进度亟待赶上。就像洛恩村，它距离布拖县

城仅 30 公里，但道路坑坑洼洼，有的坑要吞进去

大半个车轮，建材车辆要 2 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建

材又吃紧，困难很大。

木乃什古从 300 公里外的会理县拉回 5.2 万

块砖，雨后道路打滑，砖车进不了村，只能靠人力

搬运。“人最缺，有的乡开出每人每天 400 元的工

钱都招不到建筑工。”木乃什古说。

急如星火，凉山州各级党委政府发出“火线

驰援”的号召。一批又一批队伍赶来会师，加入

脱贫决战。

包工头余兴民在德昌县包了个修鱼塘的活

儿。向鱼塘主道歉后，他拉上 10 个兄弟来到洛恩

村，带头当起泥工。

“德昌县所有建筑公司都响应号召驰援布拖

县，仅洛恩村就新增 200 多人。”“驰援突击队”成

员之一的高志康说，“来之后我瘦了 8斤。”

木乃什古又喜又愁，喜的是人力够，愁的是

调度难：几百人来自不同地方，自己睁开眼就要

去协调工序。天天凌晨 4 点睡 7 点起，“80 后”的

木乃什古长出不少白头发，看上去像 50 岁，感冒

了只能自己吞几片药，嘴巴起了大泡，声音长时

间沙哑。

灌浆设备进不来时，突击队员排成行，灰浆

桶在手与手之间像流水线一样“接龙”传递，抢出

效率。

截至 5 月 30 日，布拖县贫困户安全住房已建

成 8380户，完工率达 100%。

布拖县拖觉镇老吉村外劳动的人群里，60 岁

的彝族妇女阿依像个年轻人一样，拎着小桶小跑

着，在初平整的蓝莓基地里把石块捡出来扔掉。

阿依和 80 多名村里乡亲一起，在家门口为蓝莓基地劳动，每天每人

能挣 80 元，此外还有土地流转金和分红。没有人再愿意坐着看，大家争

先恐后，只一会儿工夫，地里的碎石块都被捡拾干净。

会师冲刺的步伐越来越快，贫困发生率居全国前列的布拖县正在脱

胎换骨。一双双手不辞辛劳，为脱贫攻坚补上最后的“拼图”。

（据新华社成都6月11日电）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6月 16 日电（记者 丁建刚 郝

玉）进入夏季，浮尘天气仍不时光顾。记者在和田绿洲

发现，尽管沙漠依然环绕着村庄，但当地居民赖以生存

的“老三样”已渐渐消失。

和田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降水稀少，当地

居民长年习惯喝涝坝水、住红柳芭子房、乘驴车出行。如

今，“老三样”迅速被自来水、安居房和电动车取代。在日

益整洁美丽的南疆乡村，外来者难觅“老三样”踪迹。

“村里的涝坝没有了”，70 岁的老人伊敏·吐尔逊说，

自己喝了 40 年涝坝水，喝了 20 年地下水，也喝了 10 年自

来水。去年自来水通到家里，用水既卫生又方便。与老

人生活的墨玉县喀瓦克乡乃再尔巴格村一样，经过持续

建设，新疆所有村庄都接通了自来水，1000 多万农牧民

全部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涝坝彻底消失。

如今的伊敏家装了三个水龙头，分别位于厨房、卫

生间和庭院里，一拧就哗哗流出的清水，让人忘了身处

极端干旱的沙漠地区。

与村里的人一样，伊敏住的是一套政府补贴建设的

富民安居房，砖木结构的屋子通体刷成明黄色，宽敞、结

实、采光好,门前的葡萄架洒满阳光。而以前用红柳枝条

和泥巴糊成的芭子房，不仅四面透风，还时常沙尘满屋，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去年底，硬化路通到乃再尔巴格村。这个距离沙漠

仅 200 米的小村又添了几辆小轿车和皮卡车，开车去 100

公里外的县城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和田地区高速公路

正式通车，至此，新疆所有地州市都开通了高速公路；所

有乡镇、农村的公路通达率和通畅率都接近 100%，南疆

“出行难”渐成历史。即使最偏远的乡村，也很难看到慢

悠悠赶着驴车出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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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老三样”

怒江大峡谷的群众，很少人知道

棒球这项运动。但这两年，制作棒球

变成很多贫困群众的日常，成为峡谷

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

起针、拉线……不到一年时间，29

岁的脱贫群众花六妹就已熟练掌握

缝制棒球的技术，并成为棒球扶贫车

间的管理员。

花六妹老家在云南省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色德

村民小组。这个在高黎贡山上的村

子，从村委会到村小组步行要用 4 个

多小时。

10 年前，花六妹成了村里第一批

高中毕业生。在贫困面前，她能选择

的路子并不多。为了多挣点钱，她辗

转广州、江苏等地务工。

“交通不改变，再勤劳也没用。”

花六妹说，得知村里启动易地搬迁，

安置点与匹河乡政府隔江相望时，她

回家的信念更坚定了。

2019 年初，花六妹和其他村民一

同告别了世代生活的木板房，搬进了

带有明亮厨房、卫生厕所的新房，用

上了电热水器。

花六妹平淡的生活在去年 7 月又

有 了 改 变 。“ 村 里 建 了 个 棒 球 加 工

厂。”托坪村委会主任王小波说。

“当时有不少人都报名参加了。”

花六妹说，在经过专业老师培训后，她

们走上缝制岗位。起初，因为大家缝

制力度、角度难以掌握，生产出的棒球

几乎都不合格。随着技术的精进，现

在大家生产的棒球基本都合格了。

作为车间管理人员，花六妹每月

有 2000 元的固定工资。缝制棒球按

件计费，缝一个就有 2.5 元，工作时间

也比较自由。因此，村里不少妇女都来缝制过，在农闲时，扶

贫车间最多有 30多人，但比较固定的有 10人。

花六妹说，我们这一代人不能简单靠种地为生了，要学

一门技术，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就能不返贫了。

入夜了，安置点大多数群众已准备睡觉。但在扶贫车

间，灯火通明。花六妹和她的 9 个姐妹依然在缝制棒球。她

们想通过双手抓紧时间多挣点钱，不想再感受贫穷的滋味。

（据新华社昆明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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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20

世纪 50 年代，库尔班·吐鲁木从家乡于阗骑上毛

驴要到北京去的故事广为流传。

昔日于阗，今日于田。在我国决战脱贫攻坚

收官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的号角声里，声名远扬却又曾积贫深重的

新疆于田，能否再谱华章？桑熟杏黄的夏日，新

华社记者入远山进大漠，看到一幕幕激荡人心的

情景。

我们看到大漠中鲜花怒放、白
鹅戏水的盛景……

5 月底，尽管浮尘不时光顾，绿洲里的玫瑰

花却格外娇艳。在白杨环绕的花田里，于田县一

年一度的玫瑰风情节再度上演，人们用一场“幸

福像花儿一样”的网络直播，迎接鲜花盛开的丰

收时刻。

“沙海花妍”，是库尔班大叔故乡给我们的最

直观印象。于田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素有“玫瑰之乡”美誉。与过去农家零星种植不

一样，如今大漠变花海，全县玫瑰栽培面积达 4.6

万亩，年产量 7000 多吨，并成立了 14 个玫瑰花农

民合作社，引入龙头企业，共同打造玫瑰花系列

产品，带动 5523 户稳定增收，亩均收入 3500 元以

上。

对清晨就在花田里忙碌的阿孜古丽来说，家

乡的玫瑰花是实实在在的脱贫希望。除了种花、

采花收入，她在合作社的玫瑰酱、玫瑰馕生产线

上，也有稳稳的收益。

在博斯塘湿地，我们还看到绿水覆野，芦叶

轻摇，白鹅戏水，宛如一幅江南画卷。

过去，除了数片稻田散布其间，

沙漠中的博斯塘湿地基本处在半荒

弃状态。而白鹅的到来，唤醒了沉

寂。2019 年，于田县政府引进龙头

企业，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农户”模式，打造从养殖到肉食加工

的产业链，大力发展鹅产业。白鹅

戏水的美景，承载着 1900 多户贫困

农户的脱贫期待。

这是奋进者的足印。今年，于

田 县 计 划 退 出 贫 困 村 40 个 ，脱 贫

2992 户 12027 人 ，实 现 整 县 脱 贫 摘

帽。按照“一乡一品、一业一品”的

目标，先后有天津津垦牧业、瑰觅生

物科技等 20 多家龙头企业落户于

田，带动千家万户种花养禽（畜）。

目前，以羊、鸽、鹅、鸭、兔等为主的

特色养殖覆盖全县 16 个乡镇 165 个

村，覆盖农户 12万多人。

我们听到乡民搬出大山、走出
沙海的足音……

在世人眼里，于田是一处大漠环围的绿洲，

达里雅布依就是位于沙漠腹心的最远村庄。其

实，于田还有深藏于昆仑山的阿羌，偏远村庄距

离县城 200 多公里。在驴行山路的年代，山里的

乡亲们大多没下过山。

山路弯弯，当我们以为行至山穷水尽时，村

庄却跃入眼帘。绿杨掩映间，屋舍齐整，清晰可

见富民安居房的建设成果。山崖下，一处现代化

的水厂悄然矗立，昆仑山村因此家

家接入自来水。

变 化 远 不 止 于 此 。 我 们 还 得

知，许多农牧民下山参观库尔班大

叔 纪 念 馆 ，并 且 在 城 镇 找 到 工 作 。

短短数年间，于田先后建起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 9 个，搬迁贫困户 1891

户 8141 人。其中，既有走出沙海、迁

入新居的达里雅布依村民，也有搬

出大山、入住社区的阿羌山民。这

些告别故土的农牧民，在安置点和

周边，或参与到玫瑰花、葡萄特色种

植业，或投身肉兔、和田羊养殖业和

旅游业，甚至走上工业流水线。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行走在

于田乡村，随处可见这样的字句，这

不仅是宣传牌上的口号，更是南疆

脱贫的写照。通过逐乡逐村摸排，

于田县在发展本地产业同时，持续引领贫困人

口“走出去、能挣钱”，实现贫困户家家有人就

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之后，又迅

速推进“疆外转移、疆内转移、本地就业”。目

前，全县实现就业 9.6 万人，比上年增加近 5000

人。其中，有 3 万多人走出绿洲，在更广阔的天

地间拼搏。

我们感受到万众一心、不舍昼
夜的力量……

在于田，一则“三改机票、千里订餐”的故事，

让我们泪湿眼眶：妻子在乌鲁木齐手术在即，远在

于田工作的丈夫，为了陪护妻子三次更改机票，好

不容易见一面就匆匆返回；为了让术后卧床的妻

子吃到热饭，只能在于田用手机千里之外叫外卖。

每一则生动脱贫攻坚故事的背后，都有无数

干部夜以继日、不眠不休的付出。据统计，于田

县 2992 户未脱贫户，眼下户户有人帮扶，包括厅

级 干 部 8 名 、县 级 干 部 118 名 、一 般 干 部 2436

名。不论是沙漠小村，还是雪域山乡，都闪动着

干部忙碌的身影。不止一个贫困户感慨地说，卡

德尔（维吾尔语“干部”的意思）天天登门，连睡个

懒觉都不好意思。

当前，疫情缓解，无数干部又立刻奔走在扶

贫促销的路上。他们或以爱心义购等方式，帮销

红枣、核桃、葡萄干、玫瑰花；或以“下基层、走亲

戚”等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疫情期间，于

田县国家公职人员捐出 225 万元；千里援疆的天

津市，也与 27 个国定挂牌督战村建立结对关系，

助力脱贫攻坚。

“以愚公移山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库

尔大班大叔故乡的誓言。一路走来，我们不仅看

到壮美山河，更感受到万众一心的力量。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1日电）

图为：两名妇女在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一家

企业工作（5月 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号 角 声 里 看 于 田
—— 来 自 库 尔 班 大 叔 故 乡 的 脱 贫 报 告

新华社记者 丁建刚 郝玉

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喀瓦克乡乃再尔巴格村，

一名老人在展示手压井出水（5月 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