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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噶尔县，正是一年之中最好的

季节，红柳花开，草木含笑。

与 季 节 相 映 衬 的 ，是 这 片 1.7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 ，处 处 展 现 出 的 勃 勃

生 机 与 活 力 ，以 及 老 百 姓 幸 福 安 康 的

美好生活——2016 年以来启动的脱贫

攻 坚 工 作 ，已 经 深 刻 改 变 了 这 片 土 地

的 面 貌 和 群 众 的 生 活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阿里篇章正在这里

生动地上演。

2017 年退出贫困县，463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1582 人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

至 0，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不愁

吃、不愁穿，成为阿里地区 7 个县中第一

个脱贫摘帽县。这份噶尔县脱贫攻坚交

出的答卷里，不仅仅是一串串数据，更有

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人物与故事……

易地扶贫搬迁：
索南益西的新生活

走进索南益西位于噶尔县易地扶贫

搬迁点康乐新居的家里，很难相信他曾

经是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仅家具家电

一应俱全，墙壁、地面和暖廊也进行了精

致的装修，小康气息扑面而来。

但在从噶尔县门士乡搬来之前，由

于家里有 8 口人，牲畜和草场又严重不

足，索南益西的日子确实过得紧巴巴的，

平日里连肉都不敢多买。

今年 55岁的他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

高不成低不就的过去了，三年前，命运却

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县委、县政府的安排

下，他们全家与噶尔县其他 103户贫困户

一起搬进了康乐新居。

康乐新居地处狮泉河镇东郊，总共

建设住房 714 套，目前已搬入噶尔县等

5 个县的 714 户 2952 名贫困群众。该项

目 配 套 建 设 了 水 、电 、路 、讯 、网 、暖 等

基 础 设 施 和 服 务 中 心 、警 务 室 、幼 儿

园 、村 居 组 织 活 动 场 所 等 公 共 服 务 设

施，是阿里地区搬迁规模最大、基础设

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最全的易地扶

贫搬迁点。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康乐新居从投入使用伊始，就

配套了多个产业项目，吸纳群众就业增

收，并成立了综合专业合作社，负责服装

地毯加工厂、商铺、超市等实体经济的经

营管理。

尽管过去收入不高，但索南益西踏

实肯干的精神在乡里是出了名的，因此，

搬来没多久他就被推荐为超市的经理，

一口气干了两年，并攒下了不少积蓄。

去年，他在康乐新居中心商业广场租下

商铺，开起了茶馆，这下年收入迅速增长

到 7 万元，不仅自己成功脱贫，还聘用了

2名贫困群众在茶馆当服务员。

“我的茶馆味道好、服务不错，价格

也很公道，所以老百姓都喜欢过来喝茶

吃面。”说起成功经验时，索南益西谦逊

地说道，“我今天的生活都是在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帮扶下实现的，今后要更加努

力帮助更多的群众一起致富。”

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能够创业脱贫，

索 南 益 西 的 经 历 代 表 了 噶 尔 县 751 户

3105 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生活的转变：

他们走出世代赖以为生、吃不饱也饿不

死的草原，过上了城里人的小康生活，迎

来了注定更加精彩和美好的崭新人生。

产业项目带动：
加布的新工作

在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的西红柿

大棚里，来自左左乡的加布正在细心地

给植株绕秧。从他熟练的手法来看，很

难想到就在 4个月前，他还仅仅是个只会

放羊的牧区汉子。

“加布他们学得又好又快，已经基本

掌握了绕秧、打茬、授粉这些蔬菜种植技

术，此外他还要负责给园区的苗木浇水

和维修大棚，非常勤快。”一旁的技术员

史培能欣慰地看着加布说道。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是康乐新居

的配套产业项目，总投资 9000余万元，建

设了 215 座温室大棚，包括各类蔬菜、水

果和鲜花大棚，以及花卉展示售卖区，每

年收取租金 90余万元，解决就业近百人，

并且还在逐年递增。群众在园区就业不

仅能赚取不菲的工资，还能接受专业培

训，学到种植技术。

“我也是听乡亲说园区里能挣钱还

能学技术才过来的，来了之后非常满意，

一个月工资有 6000 元，实在找不到比这

里更好的工作了。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多向老师学习，用自己的本事改善家里

的生活。”加布乐呵呵地说道。

截至目前，噶尔县 8 个产业扶贫项

目已全面完成建设并交由农牧民合作

社运营，2019 年，昆莎乡现代农牧科技

示范园区建设项目带动 220 户 628 人受

益，实现分红 127.76 万元，噶尔县生态

农 业 产 业 园 区 、狮 泉 河 镇 康 乐 新 居 商

品房建设、噶尔县生态产业园扩建、标

准 化 奶 牛 养 殖 建 设 、噶 尔 县 产 业 园 就

业园等项目带动 705 户 3018 人受益，实

现分红 84.5 万元。2018 年以来，全县累

计举办餐饮培训、装载机培训、挖掘机

技 能 培 训 、服 装 加 工 厂 培 训 等 各 类 培

训 20 期 415 人 ，实 现 就 业 177 人 ，农 牧

民 转 移 就 业 人 数 2613 人 次 ，创 收

2874.67 万元。

放下羊鞭，种上蔬菜，学到技术，领

取工资——加布的新工作，实在很不错。

边境小康村建设：
嘎玛拉姆的新房子

6 月 18 日的噶尔县扎西岗乡鲁玛村

晴空万里。这一天，嘎玛拉姆与全村群

众身着节日的盛装，面带灿烂的笑容，迎

来了翘首以盼的边境小康村新居入住仪

式。

鲁 玛 边 境 小 康 村 项 目 建 设 总 投 资

3281.66 万元，惠及群众 117 户 371 人，其

中新建房屋 42 户，改扩建 45 户，维修 30

户，该项目的建成将全面提升鲁玛村群

众的生活水平，促进鲁玛边境小康村的

稳定发展、长治久安，展现阿里边境村庄

发展新面貌，是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维

护边境稳定、巩固祖国边防、维护领土安

全、展示国家形象、改善边民生产生活的

示范项目，是“山这边比山那边好”的样

板工程。

同时，鲁玛村还配套实施了投资 264

万元的美化绿化村居环境工程，在村子

周 边 种 植 班 公 柳 709 棵 、小 叶 青 海 杨

11496 棵，极大地改善了村居环境，提高

了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嘎 玛 拉 姆 曾 经 是 鲁 玛 村 里 的 一 名

贫 困 户 ，因 为 家 里 人 口 多 、牲 畜 少 ，生

活一直富不起来。脱贫攻坚工作启动

以来，鲁玛村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她和

丈夫嘎玛达卓分别在合作社的商店和

砂石场务工，两人每年有总计近 1 万元

的 分 红 ，加 上 国 家 给 予 边 境 群 众 的 各

项 补 贴 和 福 利 ，全 家 终 于 顺 利 脱 贫 。

在此次的边境小康村新居分房中，有 7

口 人 的 嘎 玛 拉 姆 一 家 分 到 了 总 面 积

210 平方米的独栋独院别墅式新房，是

全 村 最 大 的 一 套 房 子 ，惹 来 了 乡 亲 们

一阵羡慕。

“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住进了这么

好这么大的新房子，以后我会更加努力，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来报答

党和政府的恩情！”站在窗明几净、宽敞

整洁的新房前，嘎玛拉姆激动地说道。

入住仪式上，包括嘎玛拉姆在内的

十余名群众代表，从噶尔县有关领导手

中接过了象征正式入住的“大钥匙”，大

家个个开心得合不拢嘴。随后，县文工

团的演员们和群众一起跳起热烈的舞

蹈，唱起欢快的歌曲，共同拥抱小康、迎

接未来，明媚的阳光下，将他们雀跃的身

影拉得很长很长。

筑 梦 小 康 万 象 新
—噶尔县脱贫攻坚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赵书彬 陈林 韩刘

每当飞机即将降落在阿里昆莎机场

时，乘客总能看见下方噶尔河流域一大

片醒目的绿色，在海拔 4300 米的藏西高

原上孕育着勃勃的生机——这里便是噶

尔县昆莎乡政府所在地，机场也因此得

名。

得益于噶尔河的滋润，昆莎乡境内

地势平坦、水草丰美，噶尔县还在当地实

施了现代农牧科技示范园项目，种植了

数万亩紫花苜蓿，加上机场的落成和国

道 219线贯穿全境，让昆莎成为进出阿里

的必经之地和响亮“名片”。

今年以来，为了让昆莎这张名片更

美更绿，有效改善昆莎乡干部群众的生

活出行条件和周边环境，噶尔县委、县政

府投资 730万元，对昆莎乡实施了包含绿

化、硬化、美化等内容的标准化建设工

程，加强了街道建设及周边卫生整治，新

建了乡小学停车场和家长等候区等场

所，将周边过去的乱石堆改造成绿化区，

在群众的房前屋后以及机场路口种植了

大量的绿树花草。

当记者来到昆莎乡小学时，正值放

学时间，只见数十位家长有序地排在等

候区等待孩子们放学。随后，在老师的

引导下，孩子们从校门口排着队依次走

进等候区，牵过家长的手，踏上回家的温

馨之路。“过去学校门口全是乱石堆，一

到下午就刮风沙，家长们就全部挤在学

校门口的公路上等孩子放学，交通隐患

很大，今年乡里修了停车场、家长等候

区，还对学校周围进行了绿化，环境一下

子变好很多，孩子们的交通安全也得到

了保障，真的太感谢党和政府了。”接到

女儿的昆莎乡群众旦增卓玛开心地说

道。

除了环境的改善，昆莎乡标准化建

设工程还帮助群众实实在在地鼓起了钱

包。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共吸纳了 26 名

群众务工，总计发放劳务费 20余万元，人

均增收 8000多元。噶尔新村妇女主任拉

增通过在工程里务工，一天收入 230 元，

一个月下来就挣了近 7000元。

“我一个月的收入都快赶上乡里的

干部了，”接受记者采访时，拉增开心地

说道，“给自己的家乡种花种树还能挣

钱，遇到这样的好事老百姓都积极地参

与，而且还自发保护环境，现在乡里乱扔

垃圾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昆莎乡党委书记秦磊表示，昆莎乡

标准化建设工程不仅改善了硬件，提升

了乡容乡貌，更加强了软件，让干部群

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极大地提升，为

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有效的基

础。

绿树映屋舍、花草含笑开——昆莎

这张阿里的“名片”，正以崭新的面貌和

秀美的姿态，迎送着每一位来到阿里的

客人，展示着今日阿里的发展成就。

阿 里“ 名 片 ”美 又 绿
——噶尔县昆莎乡标准化建设掠影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陈林 赵书彬 韩刘

近年来，为有效推动阿里地区广大高校毕业

生就业及创业，阿里地区全方位做好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保障工作，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保障今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持续稳定，促进高校毕业生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阿里地区坚持“眼睛向内”“眼睛向外”相结

合，统筹区内和区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组织召

开阿里地区岗位开发座谈会，动员全地区党政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开发就业岗

位，选派人员率队前往援阿“两省三企”，沟通协

调放宽条件、降低标准、扩大范围、因人设岗，落

实更多更高质量、更高匹配度的就业岗位。坚持

加强对外联系与对内整合相结合，不断巩固并推

进区外就业市场，成功协调河北、陕西两省分别

在石家庄、西安设立区外就业联络服务中心。

正式开通“阿里地区公共招聘网站”，全面开

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网络招聘会，发

布 98家企业单位的就业岗位 1167 个，接收投递简

历 1532 份，达成就业意向 245 人，签约录用 56 人，

成功举办“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阿里地区选

拔赛”，参赛大学生队伍 8 支、20 余人，选拔推荐队

伍 8支。

坚持强化政策保障，按照能宽则宽、能免则

免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完善财税、金融、社保、住

房等政策措施，及时兑现高校毕业生市场就业、

自主创业、返乡创业和区外就业补贴，加大对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截至目前，阿里地区累计兑现创业一次性启

动资金 17人 89万元，经营场地水电费补贴 7.17万元，区内生活补贴 25人 44.16

万元、社保补贴 39.18 万元、就业培训补贴 5 人 1 万元、住房补贴 1 人 1.98 万元，

区外就业一次性路费补贴 5人 5万元、区外生活和住房补贴 10人 39万元，共计

兑现补贴 226.49万元，协调住建部门为高校毕业生解决住房 35套。

揭牌启用阿里象雄“双创”中心，累计注册企业 26家，实地入驻企业 10家，

各县远程外孵企业 16 家，吸纳应往届毕业生 100 余名。合作开发“云 MAS 业

务”，建立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工作群，把所有阿里籍应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全部纳入其中，累计提供咨询服务 3500余人次，推送政策信息 4000余条，推送

就业岗位 4000余个，接收求职信息 100余条。

截至目前，阿里累计开发就业岗位 1242 个，其中公职岗位 117 个、援藏岗

位 100 个、就业见习岗位 50 个、企业岗位 639 个、基层就业岗位 336 个，完成全

年 1372个岗位开发计划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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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改则县羌塘广告公司

时，只见才旺多吉和他的 3 个伙伴或

是在电脑前设计广告图，或是在印

刷机前打印图纸，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刚接了两个活，客户要得

急，所以我们就全员上阵，加班加点

干出来。”尽管忙碌，但才旺多吉脸

上挂着充实的笑容，在他身后的墙

上 ，醒 目 的“ 一 群 人 、一 件 事 、一 起

拼、一定赢”的标语彰显了这群年轻

人奋斗的朝气和活力。

才旺多吉 2009 年大学毕业，先

后当过代课老师和交警，但他不满

足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和不算太

高的工资，决定靠自己的能力出去

闯一闯，于是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办

起了一家茶馆，却由于经营不善，以

失败告终。

年 轻 无 惧 失 败 ，年 轻 拥 有 未

来。始终没有放弃创业梦的才旺多

吉 在 2018 年 一 个 周 末 巧 合 的 机 会

里，认识了土旦桑珠等 3 名刚毕业的

大学生，大家在茶馆里讨论如何创

业的问题，才旺多吉提出合伙开办

广告公司的提议，赢得了大家的一

致认可，最终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走到了一起，携手走上了共同创

业之路。

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资金

不足是摆在才旺多吉和大家面前最

棘手的问题。为了把公司开起来，

才旺多吉借遍了身边的亲戚好友，

又加上借贷平台上借来的钱，这才

凑 足 了 10 万 元 的 启 动 资 金 。 就 这

样，羌塘广告公司在才旺多吉和 3 个

热情洋溢的大学生的坚持下热热闹

闹地开起来了。面积 60 平方米的公

司里有两台电脑、一台喷绘机，虽然

有些拥挤，虽然设备不多，但这小小

的房间支撑起了这几个年轻人的梦

想。

该公司创办一年来，才旺多吉

和大家白天调研市场、宣传和联系

业务，到了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研究

讨论广告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为了让公司在阿里广告传媒市场中

具有竞争力，才旺多吉和他的团队

在完成广告设计、广告制作的同时，

还致力于本地特色产品的设计，承

担了改则县本地羊绒产品森郭服饰

的广告设计。

通过一年的坚持，现在羌塘广告

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

段，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去

年公司的总收入达到了 8万元。改则

县政府还给才旺多吉的团队每个人

提供了 5万元的大学生创业启动扶持

资金，为该公司注入了强心剂。

在尽心经营自己公司的同时，才

旺多吉和大伙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每逢过年过节他们都要走访慰问孤

寡老人、孤儿和环卫工人，给他们带

去慰问品及慰问金。“我自己的家庭

曾经也不富裕，也接受过别人帮助，

所以要时刻怀抱感恩之心，一有机会

就尽量帮助他人。”才旺多吉说道。

“今后，我们要争取吸纳更多的

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参与到公司的

发展，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把羌塘

广告公司这个大学生创业品牌做大

做强。”才旺多吉信心满满地说。

追 逐 梦 想 的 道 路 不 会 一 帆 风

顺，但是只要敢于坚持，成功并非遥

不可及。

青 春 在 梦 想 里 激 昂
——才旺多吉的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赵书彬 陈林 韩刘

图为加布（右）在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西红柿大棚里专心致志地打理植株。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扎西罗布 摄

图为整修一新的昆莎乡小学。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扎西罗布 摄

图为才旺多吉（左）正在和同伴设计广告。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