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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金巴是山南市的名人，近年来，他先后被评

为“全区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第五届感动山南十大人物”等。

作为年轻的“80 后”，洛桑金巴从辍学少年成为成

功企业家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作为企业家，他带动

190 户 665 人增收，其中建档立卡户 15 户 40 人，解决了

6 名大学、1 名退伍军人、1 名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作为

“四讲四爱”宣讲员，他结合自身实际现身说法，教育

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了群众靠勤劳双手

过好今生幸福生活的信心。洛桑金巴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企业家的担当，为群众树立了增收致富的榜样。

从辍学少年到成功企业家

1980 年，洛桑金巴出生在山南市曲松县曲松镇琼

嘎村。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困难，16 岁时，

他初中毕业后便不再上学，开始外出务工。

“成功是必然，也是偶然。”虽然没能继续学业，但

洛桑金巴坚持自学藏医技能，并有幸拜在藏医名家嘉

央论珠门下。同时，通过成人高考，洛桑金巴考取了

西藏藏医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

大学毕业后，洛桑金巴先后在山南市藏医院、雍

布拉康藏药厂工作。但是，守着“铁饭碗”的他，并不

安于现状。2013 年，洛桑金巴见家里的土地都荒着，

便有了种植藏药材的想法。

洛桑金巴说：“种植藏药材，既利用了土地，还能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党委、政府很支持，2013 年 3

月，我们组织村民成立了琼嘎村藏药材种植加工专业

合作社。”

丢掉“铁饭碗”，回家做农民，让亲人、朋友很是不

解，但洛桑金巴没有过多解释，他要用事实来证明一

切。

很快，洛桑金巴依靠多年积累的人脉打开了市

场。如今，洛桑金巴创办的合作社资产达 2000 多万

元，辐射带动 190 户 655 人增收，其中建档立卡户 15 户

40人。

洛桑金巴用事实证明了在农村同样能干出一番

事业，当农民并不比公务员、工人差。

打破传统观念，闯出“增收路”

创业之初，洛桑金巴发现，种植藏药材虽是不错

的出路，但实践起来，特别是要大面积铺开很难。他

说：“村民已经习惯了种青稞、小麦，突然叫他们种植

藏药材，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

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洛桑金巴想到了土地流

转。他想：这样农民既可以收租金，还可以在合作社

打工增加收入。

设想虽好，实践起来却很难。刚开始，洛桑金巴

只流转到了 6 亩土地，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把土地流

转给他。大伙说：“药材虽好，毕竟不能当饭吃。农民

不种粮食吃什么？”后来，看见洛桑金巴靠自家的 8 亩

地和流转的 6亩地挣了 30万元，群众开始动心了。

为了进一步打破群众的传统观念，洛桑金巴不仅

组织社员到安徽、青海、甘肃、四川、广东等地学习药

材种植经验，还注册成立了公司，加工藏药材，扩大销

售渠道，提高利润空间。

最早把土地流转给洛桑金巴的是白玛仓决。她

说：“现在，每亩土地流转金，已经从 1000 元涨到了

1500 元。我家 3 亩地一年租金 4500 元，参与种植藏药

材一天有 70 元的收入，年底还有分红，一年下来能有

两、三万元的收入。”

目前，洛桑金巴共流转土地 950 亩，种植藏药材达

16 个品种。大伙儿都说：“把土地交给洛桑金巴省心，

坐在家里就能增加收入。”

不仅如此，洛桑金巴的公司还解决了 6 名大学毕

业生的就业问题。

2017 年大学毕业后，白玛仓决的儿子索朗群培进

入了洛桑金巴的公司。他说：“母亲靠在洛桑金巴办

的合作社务工，供我上完了大学。我相信，在洛桑金

巴的公司上班也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们公司是山南市唯一一家拿到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的企业，并且产品销量不错。我们相信，未来还

会更好。”洛桑金巴信心满满地说。

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

“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是洛桑金巴坚持的理

念和努力的方向。每逢重大节日，他都会给困难群众

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平时遇到群众有困难，他也是

见一个帮一个，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洛桑金巴给奋战在一线

的工作人员，送去了藏药防疫香囊等藏药。同时，还

给附近周边群众送去了防疫物资，与大伙儿一起共抗

疫情。

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洛桑金巴也在不断思考：不

能助长贫困群众的“等、靠、要”思想，“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要鼓励大家靠勤劳双手过好今生幸福生

活。特别是参加了今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四

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宣讲后，他的感触更深了。

“坐在台上给群众讲勤劳致富的道理，既是教育

群众，也是教育自己。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

难，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把梦想变为现实。”洛桑金

巴说，“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靠党的好政策走上

了‘致富路’，我相信大伙也一定能走上‘增收路’‘致

富路’。”

打破传统就业观念，大胆闯出致富新路，曲松县琼嘎村致富带头
人洛桑金巴—

种植藏药材 致富有“良方”
本报记者 段敏

本报拉萨 8 月 4 日讯（记者 张尚

华）4日上午，自治区召开 2020年上半年

清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清

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的工作

部署，通报上半年无分歧欠款清偿情

况，明确剩余无分歧欠款偿还计划和具

体措施，确保按期完成清欠目标任务。

自治区副主席汪海洲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清欠工作是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对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

是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应

对疫情影响、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的重要抓手。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领

会清欠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提高政

治 站 位 、强 化 工 作 措 施 ，加 大 工 作 力

度，坚决按照国务院减负办部署不折

不 扣 地 完 成 清 偿 任 务 ，全 力 推 动“ 六

稳”“六保”目标实现。

会议强调，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务

必 高 度 重 视 ，做 到 心 中 底 数 清 、情 况

明，切实把握偿还进度。要进一步推

进欠款偿还的措施办法，加强清偿调

度 ，圆 满 完 成 既 定 目 标 任 务 ，让 区 党

委、政府放心，让被拖欠企业满意。

全区 2020年上半年清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汪海洲出席

本报泽当 8月 4日电（记者 段敏）

近日，记者从山南市相关部门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山南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80.6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7亿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山南市通过连

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补欠账、稳增

长、加速度、保目标，推动旅游业大发

展快发展。今年上半年，山南市率先

在全区举办了以“最美人间四月天，五

月勒布杜鹃妍”为主题的“2020 西藏人

游山南”旅游推介会，重磅推出《山南

市促进旅游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措施》，

主动延长“冬游西藏”优惠政策和建立

旅游企业帮困等制度，千方百计推动

消费恢复。同时，向羊湖景区提前全

部兑现“冬游西藏”优惠政策补贴资金

125.8 万元，主动与旅行社代表签订旅

游优惠合作协议，帮助旅游企业走出

困境。

山 南 市 旅 游 发 展 局 以 高 原 生 态

“氧吧”为重点，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增

量提质，简化边境通行手续，缩短旅游

通行时间，提升游客满意度。并通过

举办乡村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等方式，

帮助和指导重点景区和景区内农家乐

经营家庭提升接待水平，增强旅游的

趣味性，扩大旅游产业促进农牧民增

收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本报昌都 8 月 4 日电（记者 陈志

强）日前，察雅县烟多镇幸福重庆新村

垃圾处理站，来了一台“吃”垃圾的机

器。这台“吃”垃圾的机器是昌都市首

台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器，由重

庆某科技公司捐赠，整机价值 130 万

元。

据介绍，占地面积约 80 平方米的

磁 脉 冲 矿 化 垃 圾 处 理 站 每 日 耗 电 45

度，能够处理 2 吨生产、生活垃圾，产生

10-50 千克的尾灰（肥料），主要包含

磷、钾、钙等无机肥。同时不会产生废

料和水污染。

记者在现场看到，生活垃圾运送

进站后，经过工作人员分拣，按照有机

物、无机物、可回收类别进行分类。随

后，可处理的垃圾由工作人员填进磁

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器，通过机械

无害化处理成矿化灰渣，少量不可处

理垃圾则集中运送至垃圾中转站。

据了解，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

理器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垃圾处置新方

式，通过对反应器内磁场合理分布，形

成磁位差，从而降解生活垃圾中的有

机成分，具有明显的环保节能优势和

易操作、无害化、适应性强、资源化等

特点。同时，还解决了传统垃圾填埋、

焚烧、发酵等处理方式存在的成本高、

用地量大、运输成本高、设施建设成本

高以及污染土地、空气、水质等问题。

山南市

上半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80余万人次

昌都市

引进首台磁脉冲矿化生活垃圾处理器

近年来，为推进山南市贡嘎县农牧特色养殖业多元化发展，该县整合相关技

术力量，利用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开展养殖技能培训，积极推进贡嘎县养殖

产业良性发展，使之成为了贡嘎县农牧民新的增收渠道。

图为山南市贡嘎县刘琼村合作社养殖场一角。 本报记者 唐斌 次旺 摄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

区旅游市场逐渐升温，各旅游景点游客明

显增多，旅游业逐步恢复活力。

图为游客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唐斌 潘多 摄

本报拉萨 8月 4日讯（周晓剑）近

日，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对

西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进行实

地评估。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

档案、实操考核、理论考试、现场核查

等方式对西藏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进行

了全面检查与评估。

评估组听取了西藏自治区辐射环境

监督站近年来辐射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及

监测工作情况汇报，核查了电离辐射环

境监测、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及辐射应急

监测等方面的监测能力。经过评审，评

估组一致认为，西藏辐射站具备本次申

请的 31项辐射监测项目的监测能力，顺

利通过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评估验收。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狠抓辐射监测能力建设，积极争取财

政专项经费支持，加强仪器设备配置

和放化实验室改造，加强辐射监测技

术人员培养，规范制度体系建设。通

过开展能力评估准备工作，加强了人

员培训交流，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完

成了资质认定扩项评审，辐射环境监

测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我区通过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评估

本报日喀则 8月 4日电（记者 扎西顿珠）自 2017 年首个

日喀则“掌上银行村”成功挂牌以来，人行日喀则市中支积极

指导农行日喀则分行，在辖区内稳步开展“掌上银行村”创建

工作，旨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满足农牧民日益多样化的金融

服务需求，让边远地区农牧民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进

一步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增强百姓金融服务获得感。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共挂牌创建 1673 个“掌上银行村”，

东至边陲重镇亚东县，西至高寒缺氧的仲巴县，实现日喀则

市“掌上银行村”行政村全覆盖。今年上半年，1673 个“掌上

银行村”共发生业务 14119 笔，涉及金额 499.17 万元，受益群

众多达 11138人。

日喀则市

实现“掌上银行村”全覆盖

高原美景

迎客来

巡遍保护区的每一寸土地，保护野生动物

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的天职。

2017 年 12 月，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措果尼

玛管理站站长次旦曲珠带着四名管护员，开着

皮卡车前往无人区巡逻。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拔 5000 米

以上的藏北高原，总面积 29.8 万平方公里，改则

县境内面积达到 10.6多万平方公里。

“去了几个野生动物较多的地方，大概走了

300 多公里。”次旦曲珠说，下午 5 点左右巡逻完，

他们开始返回。

阿里冬天风大，可以吹起小石子儿。途中，

突然狂风四起，沙尘挡住次旦曲珠的视线，车辆

开进了冰河里。

“整个人都懵了。”次旦曲珠回过神发现，车

辆左边陷进了冰河里，冰水漫到了他的脚踝。

陷车的地方在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联系

不到外面的人。管护员桑珠回忆，当时他们几

个同事站在冰面上推车，次旦曲珠下河放置千

斤顶，试图将车推上来，但始终没能成功。

他们只好弃车徒步往回走，大概走了 9 个小

时的路程，手机才有了信号。同事们立马给县

里打电话求救，县政府安排森林公安立刻赶往

求救地点。

负责救援的森林公安次仁罗布说，那天他

们正在保护区内巡逻，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往求

救地点，接到次旦曲珠一行后，让同事把他送往

医院，自己带着一名管护员来到陷车地拉车。

四名管护员并没有受伤，但是次旦曲珠在

冰河中浸泡过久，加上长途徒步，双脚失去知

觉。

次旦曲珠被送到改则县人民医院治疗，但

县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他又被送往西藏自治区

第二人民医院。

“当时没有害怕，觉得拉萨的医生会治好

的。”次旦曲珠说。

然而住院后不久，传来了噩耗：“脚趾细胞

大面积死亡，需要立即做截趾手术，拖久了得截

肢。”

“心一下子空了，害怕没了脚趾不能像以前

一样走路。”次旦曲珠说，为了保住整个脚，不得

不做手术。当时他只有 24岁。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左右，次旦曲珠在医生

的准许下回家休养。一年后，他又回到了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站。

现在，他不用像以前一样去无人区巡逻。

次旦曲珠说，截趾以后虽然能走路，但是时间过

长，或背重物时，腰和脚底就会开始疼痛。

次旦曲珠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保工

作者的缩影。2015 年，阿里地区在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设置 37个管理站，招聘 390名专职管

护员。他们像次旦曲珠一样不畏艰辛地守护着

野生动物的绿色家园。

阿里野生动物管护员无人区历险记
新华社记者 格桑边觉

本报那曲8月4日电（记者 万靖）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农牧

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激发群众的学习热情，掀起全民学习热

潮，近日，嘉黎县阿扎镇门门改村党员干部带头，组织牧民群

众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夜校教学活动。

此次夜校教学活动中，党员干部根据村民实际情况，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讲授了各种场景下的汉语交际用语、

生活常识、科学文化知识、党的十九大精神、法律法规、“四讲

四爱”、脱贫攻坚政策及惠民政策等内容。

同时，汉族干部还利用此次机会，向藏族同胞学习日常

藏语，达到了“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目的。

嘉黎县阿扎镇门门改村

开 展 夜 校 教 学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