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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近日，拉萨

市城关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集中示范基地

邀请该基地负责人珠扎，为区内企业代表、

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群众代表等 50 余人分享

了他的创业模式、创业思维和创业经历，拉

开了以“创时代 新未来”为主题的城关区第

七期创业沙龙活动的序幕。

珠扎，拉萨市十一届政协常委、全国工商

联委员、西藏自治区工商联执委，西藏云使智

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藏动力创新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拉萨市智昭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早在大学时期，他就积

极投入到创业大潮中，参与创业大赛，开发

“藏医好大夫”“藏语翻译官”等信息系统，为

传统文化潜在的经济价值找到了具体的渠道

和平台，是西藏创业青年的引领者之一。

分享会现场，珠扎深有感触地说，创业

过程是艰苦的，唯有坚持才是制胜法宝，同

时要学会自省，找准个人定位，保持学习精

神，提升个人能力。他告诉大家，创业初始，

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从一家做信息软件开发

的小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云使科技集团公

司，并成为西藏本土双创、广告传媒、电子商

务等领域的佼佼者。他鼓励创客们要勇于

打破传统思想的藩篱，敢想敢做敢拼，咬定

青山不放松，总有一天会成功。

珠扎用实际行动告诉创业者一定要肩

负起社会责任。“我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帮扶困难群众，带动本

土高校毕业生就业超过 1000 人，扶持创业企

业数十家，我希望每一位创业者成功后都能

够不忘初心、感恩社会。”珠扎如是说。

据悉，连日来，该基地以“寻找城关创客

先锋、分享创业成功经验”为主题，依托基地青稞汇创业品牌，开展了

系列创业沙龙活动，旨在为辖区内有意愿的创业者提供一个学习、交

流、提升的平台。同时，为城关区今后创新创业工作打好基础。

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近日，拉萨市妇联与市文明办联合举办

以“扬家风 继承优良传统”为主题的 2020年第二期道德讲堂活动。

道德讲堂以讲述身边好人故事为主线，通过唱歌曲、学模范、诵经

典、自我反省等环节，向广大干部职工宣扬道德理念，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的道德力量。

在学模范环节中，“自治区文明家庭”成员梁艳章、拉萨市宗角禄康

广场阿佳妇联副主席宗吉现身说法，结合自身实际分享了积极、健康、正

面的家风。梁艳章说：“‘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首先要做到尊老，然后是爱幼，夫妻双方要相敬如宾、互相包容，有了小

家的和睦才有为祖国、为社会奉献的动力。在道德文明方面，从小事做

起、从点滴做起，聚沙成塔，在带动我们周边人的同时，带动整个社会的

大文明。”宗吉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到讲文明、尊老爱幼。作为退休干

部要以身作则，对儿女、子孙进行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教育。”

拉萨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

事、身边的事教身边人”的形式，广泛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

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文明素养，为深化文明家

庭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

本报拉萨讯（记者 格桑伦珠）开展

脱贫攻坚自查普查是在国家脱贫攻坚

全面普查前的一次“综合体检”，对分

析 判 断 我 区 脱 贫 攻 坚 成 效 、总 结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具 有 十

分重要的意义。为扎实做好普查迎检

准备，摸清工作底数，加快补齐短板，

拉萨市城关区立足“抓组织领导、抓精

准摸排、抓整改落实”，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

今年 3 月 15 日，拉萨市城关区召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动员部署会，全

面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

对 做 好 迎 检 普 查 进 行 了 重 点 安 排 部

署。3 月 19 日，城关区制订印发乡级普

查方案和入户调查表，由各街道开展自

查；4 月 17 日，制订《城关区自查普查工

作实施方案》，成立由城关区区委副书

记任组长、各包片县级领导任副组长的

脱贫攻坚普查组，并从“六脱”部门抽调

21名精干力量全程积极参与普查工作。

4 月 20 日，城关区召开自查普查培

训会；4 月 21 日起，4 个自查普查专项组

分 别 赴 四 个 涉 农 街 道 重 点 围 绕“ 三 精

准、三落实、三保障”开展了为期 6 天的

普查。专项组严格实行谁采集谁负责、

谁核实谁负责的原则，对照建档立卡普

查表，逐一入户普查清楚每一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基础信息，产业发展、转移

就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额信贷、生

态 补 偿 岗 位 、结 对 帮 扶 等 措 施 落 实 情

况，带动贫困群众增收情况以及“两不

愁三保障”落实情况等。据了解，本次

城关区自查普查主要在未接受市级试

点普查的 7个行政村展开，共入户 501户

1650 名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其 中 ，“十 二

五”建档立卡贫困户 210 户 739 人、“十三

五”建档立卡贫困户 291户 911人。

通过“六脱”措施的持续落地，帮扶

措施的精准跟进和建档立卡群众的自

身努力，所有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部

达 到 脱 贫 标 准 线 以 上 ，均 已 实 现 不 愁

吃、不愁穿，住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

及饮水安全均有保障，98%以上的群众

认为贫困户建档立卡以来，生活条件有

了较大的改善。“针对入户过程中发现

的倾向性问题，我们及时反馈，健全各

部门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整合力量加快

整改进度，裨补缺漏，做到措施再精准、

责任再落实、成效再提升，确保城关区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重点难点问题

得以解决，为高质量通过国家脱贫普查

验收打好基础。”城关区精准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人说道。

困难奇绝，更显使命光荣；艰险重重，

尤需精神刚硬。

近年来，尼木县第一书记包点、“3+1”

专干参与的扶贫产业项目机制，将群众增

收、产业发展等工作打包给包村领导和包

点干部，做到党组织牵着产业走、党员干

部领着群众干，手把手教群众技能，实打

实转变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进

了民族团结，确保产业项目取得了良好效

益。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尼木县 153 名党

员干部“点对点”抓产业项目 82 个，带动

1029户 3324名群众户均增收 8000多元。

每天清晨 8 时，当许多人还在甜美梦

乡时，卡如乡党委组织委员王荣华已经将

整个桃园巡查完一遍。

头戴草帽，一身迷彩衣，一双帆布鞋

打扮的王荣华在卡如大桃采摘园内埋头

修理着桃树枝，要不是经人介绍，很容易

擦肩而过。

3 年前，在拉萨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工

作之际，卡如乡确定了以平谷大桃种植为

核心的农业结构调整规划。

由于农牧民群众长期从事传统青稞

种植，极度缺乏熟知桃树种植的技术人

员 和 带 动 全 乡 群 众 种 植 桃 树 的 管 理 人

员 。 紧 要 关 头 ，王 荣 华 接 到 种 植 1 万 余

株桃树，全面建设平谷大桃种植基地的

任务。

望着眼前已经挂果的桃树，王荣华回

忆说：“刚接到任务时，特别担心，我对种

桃树一点也不会，高原也没有桃树种植的

经验可寻。再加上这边紫外线强，天气骤

变频繁，我心里可真是没谱。”

看着如今带着群众小心翼翼地给桃

树量“身高”、浇水、施肥、修枝、疏果、套袋

的娴熟操作，王荣华早已不是最初的“小

白”了。

种植桃树的 3 年多时光里，王荣华先

去了北京学习种植技术，每天和种桃大户

一起学习桃树高密植栽培技术。

两个月下来，王荣华积累了大量的种

植经验，也更加明白了组织派他来学习的

良苦用心。

“赶上好的年景，这边的种桃大户一

亩地能创收 2万元至 3万元，而我们尼木群

众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一亩地也就挣个千

多元。”王荣华暗下决心，一定把种植技术

学好，让大家轻松创收。

回来后，面对内地树苗品种到高原成

活率过低的现实，王荣华没有气馁。最

终，在王荣华的悉心呵护下，桃树适应了

高原地区的严酷环境，共成活 8000 余株，

成活率达 80%以上，创造了尼木县内地品

种桃树成活率新高。

今 年 3 月 ，卡 如 乡 高 效 阳 光 温 室 大

棚正式投入运营，有了两年桃树种植经

验，再加上温室大棚高度自动化的种植

设备，组织合作社社员在大棚内种植的

2560 余 株 桃 树 全 部 成 活 。 3 年 来 ，桃 树

种 植 已 为 全 乡 贫 困 群 众 实 现 务 工 增 收

35 万元。

看着已开始创收的大片桃树林，王荣

华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这样加油干三四

年后，把这里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桃花之

乡”“桃树之乡”。“希望以后大家一提起桃

花就能想到卡如，这是我的愿望。”王荣华

说。

走进尼木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航天

蔬菜大棚内，辣椒、西红柿、西葫芦、茄子、

黄瓜、南瓜、西瓜、甜瓜等果蔬应有尽有。

产业园采用农业联合体经营方式，发

挥县净土公司作用，引进和培训人才，组

建专业化企业运营队伍作为项目经营主

体，带动尼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社（98

户 98 人）进行生产，形成“党组织+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专业化运营和带贫

机制。

除了现代化种植和科学扶贫机制，这

里还有一位种菜“领头羊”——尼木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士杰。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今有：张士杰三

顾种菜师傅。

在海拔 4200 米建蔬菜大棚，因土质、

气候等原因，蔬菜存活率极低。初到产业

园，看着菜苗成活现状，张士杰开始四处

访求人才。最终，张士杰找到在达孜区种

菜 20年的行家马印华。

每年种菜收入超 40 万元的马印华的

到来，让张士杰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忙碌

起来。马印华每天种什么，怎么种，他都

暗自记在心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蔬菜成

活，瓜果成熟，马印华答应只干半年的时

间也到了。

看着产业园生机勃勃的现状，张士杰

又先后 3 次赶往达孜区恳请马印华留在尼

木。最终，为了让马印华安心工作，张士

杰不仅请回了马印华，还将马印华的爱人

也一并请了来，一同搞果蔬种植。

“下一步，我们准备试种火龙果、百香

果，现在我们还用 5000 元买回了 100 只小

鹅试着养殖。为了稳定销售渠道，我们已

经与拉萨市多家超市谈妥订单式种植。”

张士杰在已经挂果的南瓜棚内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从“三差”到“三差一优”，尼木县抓

好干部队伍这个“领头羊”，开展干部“点

对点”抓产业工作，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

连 成 一 线 、汇 成 一 片 ，凝 聚 起 的 强 大 动

力，将为新时代的接续奋斗提供永不枯

竭的养分。

“ 凉 皮 凉 面 豆 腐 脑 ，凉 皮 凉 面 豆 腐

脑 ……”临近午饭时间，老秦又挑着凉皮凉

面走街串巷。他边用浓重的河南腔吆喝

着，边停下脚步为顾客盛上一碗凉皮。

老秦今年 56 岁，河南人，在拉萨挑担卖

凉面、凉皮已经快 8 年了。一件围裙，一根

扁担，两个铁桶，由于制作的小吃卫生、味

道正宗，老秦获得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每天中午 1 点左右能转到城关区青年

路这里，听到声音就出来买一碗。味道正

宗，价格实惠，最主要是干净卫生。”顾客卓

玛告诉记者，老秦态度也好，有时自己想多

加点面筋或者要点辣椒酱，他也没有任何

不耐烦。

“咦，那能值几个钱？”老秦摆摆手，自

己很高兴顾客认同自己的手艺。

2010 年，老秦和妻子离开老家河南来

到拉萨，应老乡邀请一起开饭馆。没想到

由于经营不善，饭馆很快倒闭，老乡回了河

南，他和妻子商量留下来干点啥，不给孩子

增加负担。

“当时只想着把来回路费挣回来，没想

到一干就是这么多年。”老秦说，自己在老

家摆过凉皮摊，手艺都是现成的。就这样，

老秦和妻子开始在拉萨城里挑担卖起了凉

皮凉面，有时也卖豆腐脑、大饼等家乡美

食。

每天 5 点，妻子就开始和面、切菜，等

老秦起床后两人制作酱料、煮面等，忙活 4

个小时左右，他挑着担出来售卖，妻子则

在家中清洗工具。中午回家与妻子吃个

简单的午餐，顺便补充下午需要的材料，

再 接 着 出 来 售 卖 ，老 秦 每 天 可 以 卖 掉 25

公斤的面粉。

“团购 10 份以上，可以送货上门。”老秦

笑着说，自己接到最大的订单是 80 份，当天

上午就收工了。有时，他也兼职做“外卖

员”，帮助顾客顺道带一些饮料和零食，每

月收入突破一万元。

问及是否愿意盘一家店铺，等顾客上

门买凉皮。老秦摇摇头说，房租、水电、员

工工资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自己年龄大

了，不敢折腾。

“挑担卖凉皮是个体力活，每次出门至

少负重七八十斤。”老秦说，他明显感觉体

力一年不如一年，准备干到六十岁就和妻

子回老家享福去。

“最大的愿望，就是走之前和妻子去布

达拉宫里面看一看，总算没白来拉萨这么

多年。”伴随着吆喝声，老秦憧憬着未来，等

待下一位顾客叫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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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黄志武）为给广大市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的乘车环境，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采购了 24 辆混合动力新能源公

交车，并于 7月 18日正式投入营运。据了解，这批新车装配了车辆主动

安全预警系统，是我区第一批匹配国六发动机的公交车。

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国吉介绍，此次采购

的 24辆混合动力新能源公交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系统可自动识别

驾驶员抽烟、打电话、吃零食等不安全行为。同时，还配置有行人识别系

统及车道偏离系统，如果有行人在公交车前方，或驾驶员在车辆行驶过

程中发生车道偏离情况，系统会主动报警并提示。“我们装配这一系统，

主要是为了让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更安全。”国吉说。

新采购的公交车用于补充市区主干线路公交运力，主要更换 31 路

公交等 3 条线路的老旧车辆。下一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将陆

续投入 76 辆新能源公交车。“按照《拉萨市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的‘拉萨市 2020 年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工作要求，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能源公交车的采购和招标工作，力争 9 月底之前完

成目标任务。”国吉说。

扬家风 继承传统

拉萨市妇联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拉萨市

24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营运

近日，城关区总商会第一届一次会议暨城关区总商会成立大会召

开。

图为城关区领导向获奖人员颁奖。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摄

老秦的“生意经”
本报记者 卢文静

摸清工作底数 加快补齐短板

城关区开展脱贫攻坚自查普查

点对点帮扶 手牵手致富
—尼 木 县 抓 产 业 发 展 亮 点 纷 呈
本报记者 鹿丽娟

图 为 尼 木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主任张士杰（右）与种植人员

在 果 蔬 大 棚 内 查 看 挂 果 情

况。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丰
收
在
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