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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价高，还马上能兑现。”生活在达萨乡阿达

村的尼珠，骑摩托车走了大约 20 分钟路，往嘎尔德中

心奶站销售了 50 斤牦牛鲜奶，到手现金 600 元。牧民

不再跑远路、不用等到太阳落山，便让牧场劳作有了

稳定而满满的收获。

像这样的一级奶站遍布色尼区 12 个乡镇，延伸到

草原深处的 134 个牧业行政村，并通过冷链体系将牛

奶源源不断送往嘎尔德基地加工厂。一两天后，经过

牧业工人的精心制作、严格把关，酸奶、牛奶、“拉拉”

（一种形同腰带状的乳制品）、酥油、奶渣等 7 大类牦牛

乳制品，被送往那曲镇销售点、本地中小学校和拉萨

的 9家门店，走进消费者的餐桌。

色尼区平均海拔 4500米，是高寒纯牧业县区，也是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色尼区围绕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牧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

打造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为抓手，冲破了“特

色不特”“优势不优”的发展困境，在草原畜牧业市场化、

产业化、规模化的路子上作出了成功有益的探索。

然而，走到这一步，色尼区经历的却是一次次的

观念裂变和思路飞跃。

发展什么：是“肉”还是“奶”

“羌塘高原牦牛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70%以

上，牧民收入中 60%以上来源于牦牛业。”中国工程院设

立重点咨询项目，专门就羌塘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

续发展战略进行研究。2017 年结题验收的报告提出：

大力发展牦牛产业对提高羌塘高原牧民的生活水平、促

进羌塘高原生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繁荣、实现

精准脱贫都具有重大意义。

牦牛是适应高寒草原气候的半野化动物，也是青

藏高原的特有物种，牧民称之“诺儿”，视为生产生活中

的“珍宝”。色尼区可利用草场面积 1894.89 万亩，2019

年牲畜存栏 70余万头，其中牦牛有 40多万头，素有“中

国牦牛之乡”之誉。

（下转第三版）

藏北草原畜牧业的成功探索
—那曲市色尼区嘎尔德基地产业发展透视
本报记者 赵书彬 张晓明 谢伟 王晓莉 万靖 张宇

本报昌都 8月 9日电（记者 陈志强）自 2016 年

实施精准脱贫工作以来，昌都市在强化公共服务、

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促进转移就业等各

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三

五”以来，全市贫困人口累计转移就业 156375 人次，

累计开展贫困人口技能培训 51750 人，培训后实现

转移就业 43299人。

“十三五”以来，昌都市将贫困人口转移就业培

训拓展到各类企业、建筑工地、种养殖协会、新农村

建设、扶贫易地搬迁等劳动生产一线，逐步形成以

“送培下乡”为主，集中培训为辅，对口援藏培训为

补充的培训新格局。通过基地协会、企业代包、以

师带徒、能人带动等多种方式，逐渐实现技能培训

从“漫灌式”向精准“滴灌式”培训转变，提升培训的

针对性。同时，建立严格的培训资格审核机制，合

理确定培训周期，要求职业技能类不少于 30 天，实

用技术类不少于 7 天，创业培训类不少于 10 天。建

立市、县、乡三级转移就业培训台账，做到培训资料

规范、齐全、准确。建立就业动态“数据库”，积极开

展跟踪服务工作，详细掌握培训后学员就业创业情

况，提升培训后就业率。

昌都市充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和用人需求，组织

全市 369个农牧民施工队开展技术工人订单式培训。

每个施工队培训单项技术能力工人平均10人，涉及钢

筋工、砌筑工、油漆工、木工、水电工、挖掘机、装载机等

15个工种，共计培训 3956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901

人），培训后实现稳定就业 3909 人，培训后就业率达

98.81%。结合县（区）扶贫易地搬迁、工程项目大规模

开工契机，开展建筑施工类培训6000余人。

此外，昌都市积极发挥援藏省市的优势作用，

“十三五”以来，共组织 325 人在重庆、福建、武汉宝

武钢铁等地培训。举办 4 场援昌省（市）、企业就业

援藏人力资源专场招聘会，提供区外就业岗位 5000

余个，共实现 40 名农牧民群众在区外就业，人均实

现月收入 3000元以上。组织开展 1期对口援藏创业

培训班，共培训学员 5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5人,实现就业并带动就业 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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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边稳藏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战略高度为新形势下西

藏工作绘制宏伟蓝图，为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

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发展、稳定、

生态三件大事，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改善民生

凝聚民心，“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全部解决，绝对贫

困基本得到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实现历史性突破，

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不断推动党的治藏

方略在高原得到成功实践。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西藏“做最充分准备、向

最好处争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克难渡艰，创新发展，奋力描绘出新时代西藏发展

新画卷。

逆势而上 夯基础兴产业

“受疫情影响，复工较计划足足晚了一个月！

目前施工人员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确保项目顺利完

工，绝不给西藏发展拖后腿。”中建八局拉萨贡嘎国

际机场新建 T3 航站楼项目经理孙燕日前告诉记

者。贡嘎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工地上，挖掘机轰

鸣、数十米高的塔吊伸展自如、焊枪喷出金色的火

花……一个现代化高原航站楼已具雏形。

贡嘎机场是进入西藏的重要“门户”。目前，贡

嘎机场开通航线 74条，通达城市 47座。作为全球规

模最大的高原机场之一，贡嘎机场 2019 年旅客吞吐

量首次突破 450万人次，这使得按照年吞吐量 100万

人次设计的 T1、T2航站楼变得十分拥挤。

“贡嘎机场航站区的改扩建，是西藏快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民航西藏区局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工

程部副经理李勇说，地处沿雅鲁藏布江经济带，以

航空港为中心成立的空港新区，正成为拉动当地发

展的“新引擎”。

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西藏着力解决基础

设施薄弱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电力等

历史性瓶颈被一一打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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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色甫村举行一年一度的赛马比赛，赛马活动给幽静

的山谷带来了阵阵欢乐。

图为选手在赛马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本报巴宜 8 月 9 日电（记者 张猛

王珊）日前，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

新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暨第二届西藏

自治区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在林芝市

胜利闭幕。

本次大赛自 4月 22日启动以来，在

自治区人社厅的精心指导下，在林芝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赛组委会积

极开展筹备工作，大赛承办单位、技术

支持单位主动对接优势资源，为大赛

的顺利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8 月 4 日

至 7 日，大赛在复决赛期间还穿插举办

了全区创业创新产品展销会、创业创

新工作座谈会、创业项目投融资洽谈

会和创业项目训练营等一系列活动。

闭幕式上，经复赛优选出的 26 个

项目代表进行了现场路演，评审团代

表吴轩辕进行了项目点评，嘉宾为本

届大赛获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牌和

奖金。本届大赛 3 个项组别（扶贫组、

创新组、创业组）共产生一等奖 3 名、二

等奖 6 名、三等奖 9 名、优秀奖 8 名、优

秀组织单位奖 1 名，最高奖金 5 万元。

其中一等奖获得者将参加由人社部组

织的全国创业创新大赛。

闭幕式结束后，本届承办单位林

芝市人社局与下届承办单位日喀则市

人社局完成了赛旗交接仪式。

第二届西藏创业创新大赛闭幕
一等奖获得者将参加全国创业创新大赛

驰骋赛场

本报拉萨 8 月 9 日讯（李海滨 记

者 王菲）日前，民航西藏区局与中航信

西南凯亚分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西藏

航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拉萨揭牌，

意味着西藏民航“智慧机场”建设进入

了新阶段。

近年来，民航西藏区局大力引进

新技术，不断提升区内机场智能化水

平，稳步提高机场运行效率，相继推进

机场无纸化通关运行、智能生产运行

系 统 建 设 等 ，便 捷 了 人 民 群 众 出 行 。

在拉萨贡嘎机场新建航站楼项目中，

民航西藏区局多方走访探寻，在新技

术应用中再有新突破，引进了如行李

自助托运系统、自助安检系统、智慧安

防等新兴信息管理系统等。

据悉，从 2017 年双方进行第一次

意向沟通后，2018 年双方确定了合资

合作思路，2019 年民航西藏区局与中

航 信 西 南 凯 亚 公 司 签 订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再到西藏航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成立，双方进行了务实、有效、充

分的沟通，是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结

晶，符合双方战略发展预期。

西藏航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后，将着力打造“信息系统智慧化运维

平台”，构建机场信息“一张网”，同时

依托于大数据，还可以为区内中小企

业，有效节约搭建、运维信息系统的人

工 、设 备 投 入 ，解 决 信 息 安 全 后 顾 之

忧，有助于决策科学化、运行网络化、

资源一体化。同时，助力“数字西藏”

“网络西藏”建设，为全区社会发展稳

定提供强大的信息化支撑作用。

西藏民航“智慧机场”建设进入新阶段
将实现行李自助托运、自助安检等

图为嘎尔德基地养殖场。 本报记者 谢伟 摄

本报拉萨8月 9日综合讯（记者 段敏 万慧 李

梅英）连日来，我区各地通过多种形式，认真学习

民法典，掀起了学习宣传民法典的热潮。

日前，山南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邀请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民法研究所所长刘家安，作民法典学

习辅导报告。刘家安从民法典的编纂情况、民法

典的理念与精神实质、民法典规定的权利体系、民

法典的民生关切、民法典视野下的公权力五个方

面，阐述了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概括了民

法典的中国特色、主要亮点。会议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

实施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学习领会好民

法典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学习宣传民法典的基

本要求，加强民法典宣传教育，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一定认

真学习好、宣传好民法典，作学习、遵守、维护民法

典的表率。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法官李义斌

说：“作为法官，我们一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带头学习好民法典，不断提高维护人

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

和水平。”

8 月 7 日下午，昌都市召开全市政法系统民法

典专题知识讲座。讲座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市委政法委、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安全局领导班子成员及科级以上干部共 400 余人

参加。 （下转第二版）

我区各地掀起学习宣传民法典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