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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6月28日讯（记者 丹增

平措）28 日，区直机关纪念建党 99 周

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拉萨召

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区直机关

工委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牢牢把握新时代机关党建的使命任

务，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

满意的模范机关。

刘江回顾了我们党走过的 99 年

光辉历程。他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 新 中 国 ，就 没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更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和全区各

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党不愧

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区直机关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争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率、始终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表率、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表率，为加

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全区改革发展稳

定再立新功。

刘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办好

中 国 的 事 情 ，关 键 在 党 。 我 们 要 不

断 增 强“ 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 个 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不 懈 奋 斗 。 要 忠

于核心，带头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 和 反 分 裂 斗 争 纪 律 ，做“ 两 个 维

护 ”的 模 范 ；要 忠 于 信 念 ，深 入 学 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做信仰坚定的模范；要忠于

初心，不断砥砺初心使命、站稳人民

立场，做为民服务的模范；要忠于责

任，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

神 ”，做 担 当 奉 献 的 模 范 ；要 忠 于 纪

律 ，严 格 自 律 、自 觉 接 受 监 督 ，做 清

正廉洁的模范。

大会表彰了区直机关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

组织，受表彰代表作了发言。

刘江在区直机关纪念建党99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

牢牢把握新时代机关党建的使命任务
努力打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本报巴宜 6月 28 日电（记者 王

珊）今 年 以 来 ，林 芝 市 认 真 落 实“ 四

不摘”要求，继续在“加力、巩固、提

升”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

量。

长抓精准扶贫产业发展。坚持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扶贫产

业 项 目 建 设 ，推 动 群 众 持 续 稳 定 增

收。2020 年新建续建扶贫产业项目

270 个，截至 5 月底，已开复工项目 89

个 。 拟 定《关 于 构 建 扶 贫 产 业 项 目

“四权分置”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明确扶贫资金资产的管理使

用工作，有效保障扶贫资金资产保值

增值。

稳抓转移就业培训。积极构建

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坚持项目

建设推动转移就业，要求政府投资项

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建设中林芝市劳

务 用 工 达 到 用 工 总 量 的 60% 以 上 ，

400 万元以下项目无特殊要求的，全

部交由农牧民施工队实施，涉及 160

个扶贫项目。依托市、县（区）两级创

业孵化平台，鼓励支持贫困人员创新

创业，积极落实创业带动贫困人口就

业政策，扎实开展农牧民职业技能提

升 行 动 ，精 准 提 升 贫 困 人 口 就 业 技

能。

大抓消费扶贫推动销售。开展

扶贫产品认定，林芝市 8 家企业申报

17 类扶贫产品认定，有 7 家企业 16 类

产品通过国务院扶贫办复核。开展

扶贫产品进商超行动，设立扶贫产品

专柜，宣传、展示、销售扶贫产品。印

发《关于积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的通

知》《林 芝 市 消 费 扶 贫 倡 议 书》等 文

件，号召各级机关、工会、学校，通过

以购代帮、以买代捐的形式助力消费

扶贫。充分利用广东东西部扶贫协

作产品交易市场，引导林芝特色产品

企业、合作社融入粤港澳大湾区“7+

2”推广中心及“林芝源”平台，进入粤

港澳大湾区消费市场。

林芝市“三抓手”不断提升脱贫质量
“你好，我叫旦增罗布……”眼前的

青年男子，用略微生涩的普通话介绍自

己。同行前往申扎县雄梅镇江雄村的

路上，他很少说话，当谈起村里情况时，

却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旦 增 罗 布 ，江 雄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85 后”的他，为改变江雄村的落后面

貌，带领村民种草、卖野葱、开茶馆、搞

施 工 队 、建 立 赛 马 驯 养 基 地 …… 带 领

村 里 的 贫 困 户 脱 贫 致 富 奔 小 康 ，落 后

的 江 雄 村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藏 北 草 原 小

康模范村——

摘 穷 帽：昔日低保户成
了致富带头人

一头抓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示范引

领 作 用 ，营 造 脱 贫 光 荣 的 良 好 氛 围 ；

一 头 抓 脱 贫 难 度 大 、贫 困 程 度 深 的 贫

困 群 体 的 帮 扶 工 作 ，推 动 后 进 追 赶 先

进—— 这 种“ 抓 两 头 、带 中 间 ”的 脱 贫

工 作 思 路 ，被 旦 增 罗 布 活 学 活 用 ，在

江雄村得到了生动展现。

村民央珠没有牲畜和草场，2006 年

被评为低保户。不思进取的他，虽有一

身力气却缺少脱贫致富的勇气，家里的

日子始终不见起色。

“对于像央珠这样的村民，党员和

村‘两委’必须站出来，伸出手帮一把。”

如何让“落后群体”尽快摆脱“等靠要”

的落后思想？旦增罗布决定从央珠入

手，进行教育引导，并用自身经历感化

他重拾生活信心。

“之前咱两家的生活状态差不多，

2006 年，我开了一家茶馆和小旅店，每

年收入有 1.5 万元左右，慢慢地，生活条

件有了改善……”旦增罗布跟央珠唠家

常，讲自己的经历，“现在党的政策这么

好，我们还有一双能干活的手，生活就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在 旦 增 罗 布 坚 持 不 懈 的 引 导 下 ，

央 珠 的 思 想 观 念 有 了 转 变 。 2009 年 ，

央珠借钱买了拖拉机，在村里跑运输。

看到央珠的脱贫决心，旦增罗布决定再

帮他一把：2011 年，他投资同央珠合开

了一家茶馆，然后又动员央珠参加了市

里组织的 挖 掘 机 培 训 。 2014 年 ，央 珠

买 了 一 台 挖 掘 机 ，在 家 附 近 的 建 筑 工

地 上 揽 活 儿 。 现 在 ，央 珠 家 的 年 收 入

有 30 万元。

“现在我家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都要感谢村支书旦增罗布。”昔日低保

户如今成了致富带头人，央珠前后的巨

大转变，成为江雄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

一个生动案例。

这一切，村里的其他人看在眼里，

大家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热热闹闹

地搞起了牧业多种经营。

兴 产 业 ：占全村 42%的
贫困户全部脱贫

江雄村一半劳动力以放牧为主，靠

天吃饭，人均产出低，36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42%，贫困面较

大，贫困程度较深。

“光靠传统牧业，很难找到脱贫致

富的出路，要想脱贫致富奔小康，还是

得发展产业。”面对传统牧业的踯躅不

前，旦增罗布一方面通过典型带动、扶

志扶智等方式，增强村民脱贫主动性；

一 方 面 因 地 制 宜 ，把 牧 业 多 种 经 营 搞

得 红 红 火 火 ，让 村 民 尝 到 了 赚 钱 的 甜

头。

“当时，317 国道修路，我们承包了 3

公里的沟渠修建，每人每天有 130 元的

收入，大家伙儿都干劲十足。”为了吸收

本 村 有 技 术 且 能 吃 苦 的 劳 动 力 ，2012

年，在申扎县政府的扶持下，旦增罗布

组织 25 人成立了江雄村牧民建筑队，截

至目前，牧民建筑队净收入达 50 余万

元。

2013 年，旦增罗布带领村民开发村

里荒废已久的草场，将 2500 多亩草场划

定为人工种草项目。因人工草场管理

精细，饲草料长势良好，同时野葱也生

长 旺 盛 ，旦 增 罗 布 又 打 起 了 野 葱 的 主

意。通过销售饲草料和野葱，净收入超

43万元。

2014 年，为了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

需要，旦增罗布与村“两委”商议，开设

了江雄村合作超市。截至目前，该超市

净收入达 10余万元。

2015 年，在走村入户时，旦增罗布

发 现 村 里 大 多 数 马 都 是 散 养 ，无 人 照

看，“每年那曲市各地举办赛马节，对优

质马的需求量大”。依靠县里的 105 万

元扶持资金，村里购买了 30 匹种马，又

从山南买了 2 匹公马，成立了藏北赛马

驯养基地。

立 足 优 势 资 源 ，开 展 牧 业 多 种 经

营，江雄村牧民群众的生活光景越来越

好。2017 年底，江雄村在雄梅镇率先实

现了整村脱贫。

谋振兴：落后的江雄村成
为小康模范村

生态是草原最淳朴的风景，发展是

乡村最美丽的模样，党员是高原上最鲜

红的旗帜。

在 带 领 村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小 康 路

上 ，旦 增 罗 布 时 刻 践 行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和使命，带领江雄村“两委”用心用

情 用 力 为 牧 民 群 众 办 实 事 解 难 事 ：

2017 年 底 ，36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77

人全部实现脱贫；2019 年，村民年人均

纯收入达 7909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80 万元。

如今，江雄村“两委”不断巩固提升

脱贫成果，“无缝”对接乡村振兴战略，

又建立起了雄梅镇吉琼牧业发展专业

合作社、江雄村绵羊种畜繁殖项目、牦

牛育肥扶贫项目等，确保每年每户平均

增收 2000 元以上。

“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对牧民施

工队、人工种草、驯养基地等项目的资

金 投 资 及 人 员 扩 充 力 度 ，确 保 贫 困 户

不 返 贫 ，为 本 村 经 济 发 展 奠 定 坚 实 的

基础。”旦增罗布掷地有声地说。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牧民摘穷帽兴产业，且看——

江 雄 村 的 华 丽 转 身
本报记者 万靖 张晓明 赵书彬 谢伟 王晓莉 张宇

在藏北赛马驯养基地，管理员伦珠正在照料刚出生不久的小马。

本报记者 万靖 摄

6 月 27 日，自治区藏剧团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开展了“决胜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文

艺下乡演出活动。此次演出现实题材藏戏《次仁拉姆》，讲述了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

和代表次仁拉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村民成立“朗生”互助组，自力更生开展农

业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故事。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图为藏戏《次仁拉姆》演出现场 。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摄

藏 戏 下 乡

普布卓玛在平凡中书写不凡——

点滴善举，传递爱的温暖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就会一直去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普布卓玛坚定地说。

1999 年，普布卓玛从阿里某企业退

休后，就在噶尔县狮泉河镇经营一家甜

茶馆。

多 年 来 ，普 布 卓 玛 十 分 注 重 食 品

安全，并且诚信经营、礼貌待人、照章

纳税，茶馆生意十分红火。

富裕起来的普布卓玛没有一味地

钻 进 钱 眼 儿 里 ，而 是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身

边 的 困 难 群 众 ，力 所 能 及 地 帮 助 大

家。

2002 年 ，普 布 卓 玛 得 知 来 自 拉 萨

市 的 农 民 工 次 珠 ，因 为 年 老 体 弱 无 法

从 事 体 力 劳 动 ，没 有 经 济 来 源 且 无 家

可归，二话没说就把老人接到茶馆，安

排他的饮食起居，悉心照顾老人，直到

老 人 离 世 。 2004 年 ，普 布 卓 玛 又 收 留

了 来 自 日 喀 则 市 萨 迦 县 的 残 疾 人 布

赤 ，普 布 卓 玛 的 善 举 也 逐 渐 在 阿 里 传

开。

2016 年，普布卓玛得知阿里退休办

事处的退休职工边巴次仁，因妻子长期

患病，儿子又在读大学，一家三口全靠

他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计，日子过得

十分拮据。便主动借给他们 8 万元钱，

买了一辆小货车，在狮泉河镇跑运输。

边巴次仁夫妇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机会，努力跑车赚钱，如今不仅解决了

儿子的学费问题，还清了普布卓玛的借

款，日子也越过越好。

有一次，她看到河南省洛阳市新安

县的小浩然患上了白血病，家人正在筹

集手术费的新闻后，立刻加了小浩然父

母的微信，向其捐款。

这些年来，无论是西藏还是内地，

无论是藏族还是汉族，无论是在身边还

是远隔千里，只要普布卓玛知道群众有

困难，都会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她先

后帮助过数十名困难群众，累计捐款 10

余万元。

“虽然我们相距千里，而且是不同

民族，但在我眼里，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家人遇到困难我当然要帮忙。”普布卓

玛说。

本报昌都6月28日电（记者 陈志

强）近年来，人民银行昌都市中心支行

秉持“支付为民”理念，深入调研、科学

制定、精准施策，全力改善辖区支付

环境，为脱贫攻坚贡献金融力量。

农牧区基础金融服务实现从量

到质的飞跃。采取优化整合资源、强

化巡检力度、建立助农点评级评星机

制、丰富服务内涵等措施，持续加大

农牧区基础金融服务力度，今年将实

现 助 农 取 款 交 易 量 和 交 易 额“ 双 增

长”。截至今年 3月 31日，昌都市累计

建立助农取款点 1173 个，金融综合服

务站 8 个。目前，昌都辖区农牧民群

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

基础金融服务。

助 农 取 款 点 与 电 商 充 分 融 合 。

加大助农电商建设力度，进一步拓宽

昌都特色农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带

动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有效

缓解了 2020 年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

导致产品滞销的问题。

支付服务助力建成特色旅游小

镇 。 通 过 建 立“ 普 惠 金 融 综 合 服 务

站”、安装 ATM 机、布放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开辟固定宣传栏、大力推广

现代支付产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等

方式，实现小镇 6 家宾馆和 61 家商户

移动支付全覆盖。

现代支付产品得到不断推广应

用 。 因 地 制 宜 ，督 导 农 行 稳 步 推 进

“ 掌 上 银 行 村 ”建 设 ，建 行 有 序 推 广

“裕农通”业务，扩大金融服务半径。

截至 4月 30日，农行已建成“掌上银行

村”1119个，覆盖率达 97.99%。

财 政 惠 民 直 补 实 现“ 一 卡 通 ”。

2018 年，昌都市在全区率先研发并成

功 运 行 了 财 政 惠 民 补 贴 资 金“ 一 卡

通”监管信息平台，实现财政惠民补

贴“一卡通”25 秒到账并反馈信息，财

政惠民资金实现数字化、封闭式运行

和全程监控。自系统上线以来，累计

为 22.88 万农牧民群众发放各类惠民

补贴资金 25.36亿元。

昌都市大力改善农牧区支付环境
不出村就能享受金融服务

本报拉萨 6月 28 日讯（记者 王

菲）为隆重庆祝建党 99 周年，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的前提下，28 日上午，由自

治区体育局主办、区体彩中心承办的

西藏体彩“迎‘七一’感党恩慰问最美

环卫工人”活动举行。本次活动将对

全区 1500 名家庭困难的环卫工人进

行慰问，每人发放 1000 元慰问金。

据悉，2017 年至 2019 年西藏体彩

连续开展迎“七一”环卫工人慰问活

动，为我区 516 名环卫工人送去慰问

金 51.6 万 元 及 生 活 用 品 ；2016 年 至

2019 年开展“中国体育彩票·快乐操

场”活动，为我区 65 所小学送去 167.5

万元的健身运动器械；2017 年至 2019

年开展“中国体育彩票·西藏优秀贫

困大学生关爱行动”，为 780 名区内优

秀贫困大学生送去 312 万元助学金，

践行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理念。

今 年 ，自 治 区 体 彩 中 心 继 续 加 大 力

度，出资 590 万元，用于全区环卫工人

慰问及贫困高校大学生关爱行动，预

计有 2600个家庭（或个人）直接受益。

迎“七一”感党恩

西藏体彩慰问 1500名困难环卫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