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柳梧新区坚持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为契机，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打造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国土绿化进程，

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不断完善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持续増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全民参与植绿，建设生态家园

年年种树树成林，代代植绿绿成荫。近

年来，柳梧新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实

施“树上山”项目、东侧山体绿化项目等山体

造林工程、周边山体防护工程、重点区域生

态公益林项目、义务植树等众多造林项目，

完成植树造林面积上千亩，种植樟子松、油

松、新疆杨、云杉、山杏、江孜沙棘等各类植

物 10 万余株，逐步实现自南向北、东西并进

的绿色围城态势。通过全民参与，营造了植

绿、爱绿、护绿、兴绿的良好社会氛围，在提

高城乡绿化覆盖率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保就是造

福子孙后代的观念深植人心。

为有效遏制风沙灾害、有效保护和恢复

沙区林草植被、逐步改善沙区生态环境，柳梧

新区关停取缔 8 处砂石场，完成生态恢复工

作；采用土壤改良的方式无水治理山体沙化

50 亩，种植花棒、柠条、沙柳等植物 2 万余株；

针对山体沙化以及废弃采石场等地块生态脆

弱、生态破坏的问题，在德阳村原采石场、德

阳村东侧山体等区域种植香花槐、柳树、樟子

松、油松、江孜沙棘等 12 万余株，播撒草籽修

复面积 115 亩；在机场高速建设期间，达东村

取土点种植苗木 8000 余株，完成生态修复面

积 160亩；在德阳村东侧山体造林 500余亩。

乡村更秀美，旅游火起来

距离拉萨市区 18 公里的达东村，是西藏

保护最完整的千年古村落之一，也是村民卓

玛的家。她告诉记者：“以前的达东村虽然

有人文历史、自然美景，但却不像今天这般

美丽整洁、游人如织。”

2016 年以来，柳梧新区以建设“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对 4 个行政村，因

村制宜，按地施策，创新举措，狠抓落实，特

别是达东村，依托脱贫攻坚和净土健康产

业，发展效果尤其明显。

2016 年，通过改水改厕、通水通电、改造

旧房、提升道路、改造巷道、提升绿化等措

施，让达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村庄环境焕然一新。为维护村内日常

环境卫生，达东村创新管理，成立保洁队，安

排专职保洁员，配备垃圾转运车。

目前，达东村已形成众多乡村旅游品牌，

成为拉萨周边叫得响的乡村旅游金字招牌，

旅游年收入近 700万元。村民吃上生态饭，切

实践行了“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

做得更大，让绿色成为发展最动人”的理念。

打造宜居环境，再现碧水清流

“近几年，各类公园建设、城市绿化升级

等项目都建起来了，夜晚灯火通明，整个柳

梧新区给我的感受就像是城市森林生活一

般。”正在公园散步的刘先生感叹说。

近年来，柳梧新区大力开展公园建设、

城市绿化升级等项目。建设完成景观水系

公园、桑旦林公园、梅园、梅园二期等 8 座城

市公园。今年，又投资近 6 亿元重点实施拉

萨河两岸绿化提升工程、柳梧新区滨河路绿

化公园建设项目以及柳梧新区市民休闲广

场项目，城市绿地面积近 4000 亩，绿地率达

45%。随着一大批绿化和市政公园的建设，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生态宜

居的城市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

柳梧新区始终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垃圾

的处理工作，目前生活垃圾全部清运至拉萨

市生活垃圾处理地点。为使北组团生活污

水得到有效处理，前后投资近 2000 万元建设

了污水处理厂。为长远解决北、中、南组团、

顿珠金融产业园的污水处理需求，柳梧新区

拟投资 3.5亿余元，开展污水处理厂及配套主

管道工程（一期）项目建设，远期处理规模为

每天 7.5 万立方米，近期处理规模为每天 4 万

立方米。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不断完善，

有效减少了水环境污染，真正实现了还大自

然一个碧水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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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富不算富，全村一起富才是真的

富。”城关区娘热街道致富带头人阿登恳切地

说。

近年来，随着拉萨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位于拉萨市

帕逢岗山脚下城关区娘热街道居民群众的生

活也日益红火起来。

走进城关区娘热乡金牛加油站总经理阿

登的办公室，左边整面墙上挂满了锦旗。锦

旗上“民企发展带头济困、无私援助精神可

嘉”“勤政务实、热心为民”“为民排忧情深似

海、无微不至体察民情”等字样格外醒目。

“创业初期，政府给予了我们企业很多帮

助，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些恩情我们一直铭记

于心。如今，自家的生活好了，也要带着家乡

的父老乡亲一起致富。”阿登说。

从 1999 年至今，阿登经营的金牛加油站

已在拉萨、日喀则、林芝等地开办了 6家。

“为了带动就业，我们在每座加油站都配

备了洗车业务。只要加油满 200 元，就可以免

费洗一次车。目前，收银、运输司机、保安等

工作人员共有 300 多人在加油站工作，每月平

均工资 3500元。”阿登介绍说。

今年藏历新年前夕，阿登向吉苏村村民

送去了 6 万元的慰问金；为感谢奋战在一线的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阿登带着价值 6000 元的

矿泉水、方便面等慰问品逐一走访了娘热街

道机关、警务站等单位。

提起阿登，娘热街道的群众纷纷赞不绝

口，不仅仅是因为他热心帮助乡邻，更是因为

他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坚韧的毅力率先走上

了致富路，为大伙做了榜样。

2018 年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阿

登获得“致富带头人”称号。多年来，阿登始

终不忘作为一名农牧民党员，一名民营企业

家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更没忘记创

业 艰 难 时 党 和 政 府 对 他 的 关 心 、关 爱 与 扶

持。

“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无不得益

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企业家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多做慈善公益，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战，为决战决胜全面小康贡献力量。”阿登说。

在 曲 水 县 才 纳 乡 国 家 现 代

农业示范区，有一群重返农村，

种植花卉、中草药，管理温室的

“90 后”，他们的名字叫“新型职

业农民”。

如今，新型职业农民早已不

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灰头土脸的

形象，而是一种专业化、现代化

要求更高的职业。

示范区一期 B 区员工卓玛初

中毕业后在各个建筑工地打零

工，不仅收入不稳定，还特别辛

苦。经人介绍来到示范区后，先

是从事最简单的杂工，一天 100

元的收入，一干就是 3年。

2018 年，决心参加新型职业

农民考试的她，顺利成为一名新

型职业农民，收入从每年不到 3

万元跃升至 5万余元。

卓玛所工作的 B 区，引进了

许多水果品种，每天清晨她都要

抄录温室内的温控情况。为了

保证生长效果，她研习了各种植

物的习性。

才 纳 乡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区每年都要从内地引进一些蔬

果、药材物种进行培育，务工人

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几乎

成为培育成败的关键。

过去，这些任务被老专家们

“垄断”。如今，这个重担基本被

一群“90 后”承包，有的是大学、

中专刚毕业学生，有的是初中毕

业通过考试进到园区工作的农

民。

近年来，像卓玛这样考进示

范区就业的职业农民不在少数，他们经过园区的系统培训，

学到了专业种植技术。与此同时，园区还通过聘请专家、人

才引进、外出交流学习、开展培训班等，不断将建档立卡户培

养成净土健康产业专业技能人员。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伴随着拉萨净土健

康产业的持续发展，如今的园区已经成了引领曲水以业脱

贫、致富百姓的示范项目。园区从刚开始的实验示范到现在

的大规模推广，正全力推进净土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近日，西藏军区某工化旅扶

贫领导小组带队前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加入村包村

点开展精准扶贫“送家电入户”活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

责人以及部分官兵、古荣镇党委负责人、群众代表参加了活

动。

在加入村，西藏军区某工化旅扶贫领导小组一行人详

细了解了该村办公场所、村集体经济收入、群众就业创业、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脱贫攻坚工作等相关情况并表示，开

展“送家电入户”活动主要是为了给驻地群众送温暖、办实

事，让驻地群众感受到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进一步密切军

民关系，将党和部队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下一步，

包村点如有困难或群众就业有需求，作为驻区部队将力所

能及为包村点解决实际困难，为推进双拥共建工作贡献力

量。

据悉，此次“送家电入户”活动旨在推进扶贫工作走深走

实，想困难群众所想，急困难群众所急。该旅党委在详细了

解困难群众实际情况后，及时统筹安排，为当地群众购买了

价值 7.96 万元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第一时间

将家电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困难群众代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金珠玛米

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部队提供的无私帮助改善了我们的

生活条件。在脱贫路上，我们一定勤奋努力，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早日过上好日子。活动中，群众代表为部队官兵代表献

上了洁白的哈达，表示衷心的感谢。

遭 受 贫 穷 、疾 病 时 ，他 们 没 有 气 馁 、

没 有 消 沉 ，在 艰 辛 中 自 强 ，在 逆 境 中 奋

斗，励志脱贫。拉萨市堆龙德庆区有对

夫妻，以自强、励志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

质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影响了许许多

多像他们一样的贫困群众，积极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

福生活。

今 年 33 岁 的 洛 桑 和 妻 子 普 布 普 赤

是 堆 龙 德 庆 区 东 嘎 镇 东 嘎 村 五 组 建 档

立卡贫困户，二人育有两个非常可爱的

孩子。洛桑本人虽然正值壮年，但他身

患 癫 痫 ，身 体 状 况 较 差 ，无 法 从 事 重 体

力劳动，且需要长期吃药。长年的药用

开支，对原本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雪

上 加 霜 ”，洛 桑 的 妻 子 不 得 不 将 两 个 年

幼的孩子放在家里，出去打零工维持生

计。

2015 年精准识别时，洛桑一家因病和

缺少劳动力，被纳入精准扶贫户，享受到

了国家各项精准扶贫政策补贴。同时，一

家人还搬迁到堆龙德庆区东嘎镇桑木村

集中安置点居住。

洛桑一家被纳入精准扶贫户后，为了

不拖国家和政府后腿，一直想通过自己的

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在一番深思熟虑

后，最终夫妻二人决定在自己居住的房屋

内开家茶馆。从亲戚朋友处借来 20000 元

启动资金，在购置了家具以及必需品后，

2017 年 5 月 1 日 ，小 茶 馆 正 式 开 张 营 业

了。茶馆开起来了后，附近的居民常常来

店里喝茶，生意较为红火，每个月收入达

到了 2000元。

2018 年 ，洛 桑 在 妻 子 陪 同 下 前 往 河

北 就 医 ，并 得 到 了 有 效 治 疗 ，如 今 一 年

多了，未见复发。洛桑见自己病情稳定

了 ，也 主 动 出 去 打 工 挣 钱 ，补 贴 家 用 。

回忆过去，洛桑感慨道：“感谢党和国家

的 好 政 策 ，感 谢 村 干 部 的 真 帮 实 扶 ，让

我家能够改变贫困面貌，现有的好日子

让 我 真 正 感 受 到 了 依 靠 双 手 勤 劳 致 富

的真谛。”

洛桑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有病

痛的折磨，但他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积

极树立“我要富”的思想观念，走上了创业

致富路，借助精准扶贫政策机遇和政府的

帮助，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幸福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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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某工化旅

开展“送家电入户”活动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系统“文明交通拉萨行”暨“一

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正式启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是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年 4 月在全国发起的专项行动，旨

在提升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汽

车驾乘人员规范使用安全带的意识，有效减轻交通事故损害

后果，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

图 为 拉 萨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民 警 向 市 民 发 放 安 全

头 盔 。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绿 树 围 城 碧 水 绕 村
—柳梧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刘斯宇

6 月 16 日上午，城关区扎细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志愿者、居民代表开展了“骑出美好生活，倡导低碳出行”为主题的环保

骑行活动，社区 20 余名志愿者参加。此次环保骑行活动，旨在鼓励辖区居民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文明生活习

惯，树立绿色健康低碳的生活理念，呼吁广大群众加入低碳生活的行列，使文明行为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图为骑手在骑行路上。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摄

“骑”乐无穷

脱 贫 路 上“ 夫 妻 档 ”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致 富 不 忘 家 乡 人
——记城关区娘热街道致富带头人阿登
本报记者 鹿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