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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芫根促增收
本报记者 裴聪

走进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

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绿意葱茏、繁忙丰收

的景象。居民们按照恩惠苑社区主任次

仁巴珠的安排，有序地在田间地头收割

芫根，有的拔，有的忙着捡拾挑选，有的

忙着往外运……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 我 们 从 早 上 9 点 开 始 清 洗 芫 根 ，

已 经 洗 好 几 十 袋 了 。 虽 然 辛 苦 ，但 是

得 到 的 工 资 很 不 错 ，一 天 有 150 元 ，大

家 都 很 满 意 。”正 在 清 洗 芫 根 的 布 琼 ，

原 来 是 拉 萨 市 林 周 县 阿 朗 乡 的 村 民 ，

2016 年 ，在 拉 萨 市 实 施 的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政 策 下 ，一 家 人 迁 入 了 恩 惠 苑 社

区 。 由 于 布 琼 有 高 血 压 ，不 便 去 外 地

打工赚钱，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他在恩惠苑社区城林扶贫搬迁惠民绿

化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就 近 实 现 了 就 业 增

收。

据 了 解 ，芫 根 是 一 种 药 食 两 用 植

物，除了制作成各种产品外，还用于促

进奶牛消化、提高犊牛抗高原反应和免

疫力，为奶牛扩群奠定基础。为此，居

民们将洗干净的芫根分别送到嘎巴生

态牧场和高标准奶牛养殖基地，进行加

工、煮熟晒干，为制作奶牛养殖饲料做

原料。

为更好地发挥致富带头人引领，带

动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防止返

贫的重要作用，恩惠苑社区致富带头人

次仁巴珠在国家和政府惠民政策的支

持与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带领社区

居民经营过新年“德卡”制作工坊、种植

江孜沙棘,目前又承包了收割芫根的工

作。

“今年 8 月初，我们恩惠苑社区承包

了城关区净土公司今年种植的 265 亩芫

根的拔出、清洗、搬运等工作，并把这些

工作分给社区曾经建档立卡的 68 户居

民，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

次仁巴珠介绍道。

“这次增收的 25万元，我们准备发完

工资后，剩下的存入村集体经济资金内，

年后分红给社区居民群众。下一步，我

们将在党和政府脱贫政策的引领下，更

好地经营脱贫项目，让居民群众就近就

业促增收。我坚信，我们恩惠苑社区全

体居民一定会靠着勤劳的双手，共同走

向充满幸福的小康道路。”次仁巴珠信心

满满地说。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按照

党员“三包”工作要求，城关区纳金街

道纳金村切实发挥“红色物业”党建

示范项目作用，聚焦政治“牵引力”，

利用“矩阵思维”，纳金村党总支建立

了“街道指导、村党总支统筹、支部组

织、小区（网格）负责”的纵向管理机

制。日前，纳金村党总支动员村委会

党员干部前往辖区 12 个小区开展党

员信息摸排工作，通过查漏补缺和问

题梳理，确保党员“三包”联系服务群

众工作落地落实。

纳金村党总支以党员签订《拉

萨市共产党员不信仰宗教承诺书》

为契机，通过深入小区摸排党员情

况 ，以 推 动“ 红 色 物 业 ”项 目 为 目

的，挖掘居民小区中遗漏的党员信

息，为下一步成立“红管家”事宜做

铺垫。

为建立沟通交流、协调互动、资

源共享机制，解决关系民生的相关

问题。纳金村党总支干部先后来到

德吉花园、东城金座、第八安居苑、

外贸退休基地、诺吉花园等小区，与

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协调了下一

步工作中如何实现机制联通、共建

互补等事宜。

村党总支干部每到一处都积极

引导小区负责人认识到小区作为基

层治理工作阵地，应当积极与村党

总支交流互动，通过在小区物业和

业主委员会植入红色引擎，共同帮

助社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服

务群众，实现优势互补、优质资源共

治共享。

今年以来，纳金村党总支坚持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构建村委

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小区以及辖区

单 位 等 多 方 联 动 的“ 红 色 物 业 ”体

系，形成了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

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新格局。

纳金村发挥“红色物业”党建示范

构建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深秋，在拉萨市当雄县格达乡格达

村 2 组的一块荒地上，2 万余棵北京杨、

云杉松牢牢抓住脚下的沙化土地，随风

摇曳。这些树有的 2 米多高，有的仅有 5

公分高，这是索朗罗布用 9 年时间种植

出来的。

自掏腰包种树 8 万棵，耗资上百万

元，负债 80 多万元。以一人之力带动乡

邻种树，誓将荒地变“绿肺”，这是索朗罗

布的种树故事。

下定决心要种树

索朗罗布今年 42 岁，祖辈居住在格

达村 2组，该组东南方向有大片荒地。格

达藏语意为“繁荣”，但在索朗罗布的记

忆中，只记得放牧时随风而来的黄沙和

暴雨冲刷带来的滚滚泥流。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告诉我，这里种

不活树。”索朗罗布说，“大家不支持我种

树的理由有很多，可是支撑我种树的理

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为子孙后代留下

一片绿色。”

2012 年 3 月，索朗罗布拿出 3 万元买

了 2000棵树苗准备开始种树。树苗买回

来时，不时有乡亲们过来围观，他热情招

呼大家免费将树苗拿走，随便栽种在哪

里，只要保证成活。

到了冬季，他发现种下去的树苗只

存活了两棵，这两棵还是村民种在自家

院子里的。

“遇到大风天气，小树苗被连根拔

起。种植技术欠缺、日常护理不到位和

草原鼠猖獗等原因，树苗还没长起来就

死了。”索朗罗布回忆初次种树的时候，

有些心酸和无奈，但他想：只要有成活的

树就说明有希望种活树。

2013 年春天，索朗罗布花费 5 万元

购买了 3000 棵树苗，同时购买了 1 万余

元的铁丝网用于保护树根和防护草原鼠

啃食树根。但到了冬天，成活的树苗依

然只有个位数，这结果给了索朗罗布当

头一棒。坐在地头，看着死掉的树苗，他

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树立信心种活树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说明种树这条路肯定是对

的，但方法要改进。”索朗罗布开始向当

雄县林草局的专业人员请教种树和护理

方法，种树进度太慢加上灌溉不到位，影

响了树苗的成活率。2015 年春天，索朗

罗布贷款 40 余万元购买了一台挖掘机，

准备修建水渠和挖坑。

“不要再种了，咱们格达乡不适合种

树。”面对村民们的劝说，索朗罗布只是

低头干活，不做解释。

“你花了这么多钱，树也没有种好，

大家在背后说你是傻子。”晚饭时间，父

亲格多看着儿子手上的血泡，忍不住也

劝说道。

“阿爸，我是一定要种树的……”看

着儿子累到睡着，格多咽下了剩下的话。

第二天天不亮，索朗罗布照例和工人

们开始给树苗挖坑。9 点多，母亲卓玛央

金带着一群老姐妹来支持儿子的种树大

业。不仅如此，她们还带来了防止草原鼠

啃食树根的土方法，用塑料瓶围着树根包

一圈，既能防止草原鼠搞破坏，还能节省

成本。

“放心吧，是你爸爸让我过来帮忙

的，咱们家里人都支持你。”卓玛央金拍

了拍儿子的肩膀。

看着一群 60余岁的老人们弯腰为树

根做保护栏，索朗罗布也加快了自己挖

坑的进度，这批树苗在两天内完成了种

植。

2016 年，格达乡人民政府向县林草

局申请了 50 棵树苗，成活 47 棵，这给一

直以来认为格达乡不适合种树的村民打

了一剂强心剂。随后，县林草局还多次

派专业技术人员前来指导种树。

“每到春季，看到成活的树苗绿油油

的，我的心情就格外好。”2017 年，树苗的

成活率终于达到 80%以上，索朗罗布向

大家证明了格达乡也能种活树。

不忘初心种好树

树苗的成活率提高了，可树苗的单

价 和 人 工 费 用 也 逐 年 提 高 ，索 朗 罗 布

种树的压力一点也没变小。2017 年至

今 ，他 花 费 9 万 元 购 买 近 万 棵 树 苗 ，加

上工人们每天 200 元的人工费，这给他

家 经 济 上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压 力 。 不 过 ，

让 他 欣 慰 的 是 ，村 民 们 都 加 入 到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行 列 中 来 了 ，种 树 不 再 是

一个人的事情。

格达乡乡长索朗曲旦告诉记者，格

达乡历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乡政府也

多次跟拉萨市林草局驻村工作队联系，

争取树苗的同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

干部群众进行政策宣传和技术指导，手

把手教学树苗栽种技术，还结合“四讲四

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讲文明爱生

活”节点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宣讲。

索朗罗布的行为深深感染了村民，如今

的格达乡人人都以保护生态环境为荣，

村民们也纷纷在自家房前屋后开始种

树，那些成活的树苗已经成为格达乡一

道绿色的风景线。

种了树，成了林，树下的草皮也慢慢

恢复了。闲暇时刻，卓玛央金喜欢带着

孙女到树林边溜达，她一遍又一遍给孙

女重复着：“你看那一片树林，曾经是荒

地，都是你爸爸种起来的。”

秋风吹过，树叶哗哗作响，索朗罗布

想：明年又要栽种新的树苗了。

压题图片：索朗罗布在昔日荒地上

种植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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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 (记者 鹿丽娟）为有

效提升民兵服务部队需求的保障能

力，夯实国防动员工作基础、提升国

防动员系统建设水平，日前，当雄县

组织了为期 8 天的特色品牌创建活

动军警民联合演练，并在演练结束

后召开当雄县特色品牌创建活动民

兵训练总结表彰大会。

当 雄 县 人 武 部 带 领 民 兵 会 同

公安、交警进行特色品牌军警民联

合 考 核 演 练 。 各 任 务 单 位 在 任 务

区 域 进 行 了 任 务 下 达 、机 动 展 开 、

情 况 处 置 等 联 训 联 防 联 控 行 动 演

练 。 演 练 组 织 严 密 、程 序 规 范 、协

同 紧 密 ，达 到 了 预 期 训 练 目 的 ，展

现了当雄民兵风采，探索出一套适

合 当 雄 县 军 警 民 联 合 演 训 的 方 法

路子。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为进一

步加强西藏自治区汽车流通行业规

范化、制度化建设，推动我区汽车流

通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地向更高

层次发展，在自治区商务厅、民政厅

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西藏

汽工贸公司担任会长单位的西藏自

治区汽车流通协会成立大会在拉萨

举行。

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市场不断

走向成熟，汽车流通行业发展机遇与

困难挑战并存，严重制约了汽车产业

的发展，虽然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

励支持汽车流通行业发展壮大，但我

区多数汽车经销商规模偏小，发展潜

力值不高。为积极发挥协会联系政

府、市场和会员企业的重要纽带作

用，促进行业发展，繁荣西藏汽车市

场，规范汽车销售服务行业行为。通

过近一年的努力，经自治区民政厅社

会组织管理局批准，西藏自治区汽车

流通协会正式成立，目前协会已有会

员单位 38家。

在成立大会上，西藏汽工贸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西藏自治

区汽车流通协会将在政府和主管部

门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行业发

展，找准“政府所想、会员所需、协会

所能”的结合点，尽最大努力为政府、

为行业、为会员搞好服务，切实维护

好会员单位的利益，抓好行业自律和

行业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桥梁作用，实现行业又好又快发

展。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优化服务

质量，为政府，为行业，为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围绕自治区经济工作的中

心，为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改革性建

议。针对汽车销售服务行业在特定

经济形势下存在的种种现象和问题，

选择性地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

提供数据支撑。充分发挥行业代言

人作用，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

行业合理意见和建议，加强市场运行

检测和分析，加快信息平台建设，为

行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服务，因地制

宜开展职业培训，努力提高全行业经

营人员整体素质，适时组织行业发展

公益文化事业。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按照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标准，大力推进

以工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兼

顾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工地管理一

体化推进等工作，确保辖区工地环

保、安全、用工等相关工作常态化管

理、长效化推进，助力实现乡村社会

治理现代化总目标。日前，尼木县

续迈乡综治办联合乡安委办前往辖

区各工地进行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督

导检查及扫黑除恶、安全生产相关

法律法规宣传。

活动当天，工作人员对工地安

全措施是否细致、劳务合同是否合

理、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到位、工地环

保是否达标、工地用工是否合法、工

地管理是否规范、工地是否欠薪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此次检

查查出的问题及时整改，以检查促

整改、促落实。

经 检 查 发 现 的 小 问 题 现 场 进

行整改，现场整改不了的要求限期

整改到位。同时，向工地工人宣传

扫黑除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向

各 工 地 传 达 了 乡 党 委 关 于 建 设 文

明工地，推进工地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相关要求。

近日，全国劳模、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赤康祥和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旺堆，同墨竹工卡县总工会、县工商联工作人员一同为

该县 50名困难家庭大学生送去了关心和资助金。

图为旺堆（右一）向困难家庭大学生家长送上资助金。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献爱心 送温暖

自治区汽车流通协会在拉萨成立

尼木县续迈乡

坚守文明施工标准 助推乡村社会治理

当雄县

组织特色品牌创建活动军警民联合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