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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群众普遍贫穷，脱贫意识不高，

没有好的谋生门路，贫困户虽然都已搬到

安居房，但他们‘等靠要’思想严重，自力更

生观念差；父母教育观念淡薄，不愿意送孩

子上学，而让孩子在家帮忙放牧；群众消费

不合理，常有欠账用于超出收入以外的过

度消费……”仲巴县帕羊镇聂康村党支部

书记石旺谈起群众以前的观念如是说。

群众的生活现状让石旺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2010 年，石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以后，一直在琢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办

法。

“前两年工作一直处于探索阶段，2015

年去江孜县、白朗县参观学习后，整个思想

有了深刻的转变，对于怎样结合当地特色

发挥自己的作用来带领群众脱贫有了一个

清晰的思路。”石旺告诉记者。

219 国道贯穿帕羊镇，是连接日喀则市

与阿里地区的要道，往来商人络绎不绝。而

聂康村地处雅江源头，这里地域辽阔、草原

广袤、湿地众多、水草丰美，得天独厚的自然

馈赠特别适合珠峰霍尔巴绵羊的扩繁和生

长。而霍尔巴绵羊历史悠久、品质优越，历

来是达官贵族的桌上佳肴。石旺说：“依托

这样的产业优势，在村‘两委’提议下，决定

成立小型牧场村办集体经济。”

想法有了，村“两委”干部立即付诸行

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惠民政

策，并将成立村集体经济的详细想法告诉

群众。虽然仍有部分群众持怀疑态度，但

大部分群众是支持的。

随即，村集体出资 11 万元成立了村集

体经济，并向群众借或收购母牛 41 头和公

羊 250 只、母羊 106 只，共欠款 53.27 万元。

“以前，群众卖牛羊有自己的销路，对合作

社收购牛羊的积极性不高，因为合作社收

购的牛羊到年底才能支付他们钱，而他们

自己销售可以立马拿到钱。”石旺介绍道。

面对这些情况，村“两委”没有气馁，村

“两委”干部与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头干活，通过自繁自销、短期育肥、畜

产品加工等手段，出售肉、奶、毛、皮、酥油

等畜产品，逐渐扭亏为盈，到 2016年年底不

仅一次性偿还了拖欠群众的 53.27 万元，还

获得 117万元的纯利润，这也是村办集体经

济的“第一桶金”。

石旺说，脱贫致富最主要是群众思想

转变好、产业发展好，而“四讲四爱”群众教

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为群众思想转变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契机。“四讲四爱”活动开展后，

村里的宣讲员将“四讲四爱”与产业脱贫相

结 合 ，推 动 群 众 的 思 想 从 根 本 上 发 生 改

变。“现在，群众对生活更热爱了，劳动积极

性更高了，家庭更和睦了，更加理性消费，

更加崇尚科学了。”石旺道。

随着群众思想的改变和村办集体经济

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集体

经济中。2017 年，经过村“两委”班子研究

决定，在村办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成立聂康

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扩大规模。“成立合

作社可以让村办集体经济更组织化、市场

化。”石旺告诉记者。

为了规范合作社相关管理程序，按“入

股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民主管理、按

股分红”的原则，合作社采取资金入股、牲

畜入股两种模式，制定管理模式和规章制

度，明确合作社总则、组织机构、成员管理、

财务管理等章程。

2018 年，合作社规模进一步扩大。通

过增资扩股，合作社总资产达到 815 万元，

草场面积达 16.28 万余亩，牲畜数达到 6132

头（只），合作社社员 32 户 91 人，其中贫困

户 11户 22人。

“四讲四爱”活动的开展和产业的发

展，为帕羊镇聂康村群众脱贫送上了“及时

雨”。“随着‘四讲四爱’活动的深入开展和

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我相信以后群众的生

活会越来越好。”石旺对以后的生活充满信

心。

近日，记者来到普兰县科迦村，映入眼

帘的是错落有致的房屋和绿树成荫的树

木，干净整洁的环境让记者眼前一亮。

近几年，科迦村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

村镇”“小康示范村”“自治区级优秀双联户

集体奖”“自治区级生态村”“自治区书香之

村”“全国扫黄打非模范先进村”等多个荣

誉称号。

今年 55 岁的加措，谈起“四讲四爱”活

动给科迦村带来的变化，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过去，村里有些人无所事事，喜欢

喝酒、打牌；‘四讲四爱’活动开展后，大家

的精神面貌有了深刻的改变，现在都在用

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五个引领”推进走深走实

“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科迦村突出“五个引领”推动活动有序

开展。

—— 科 迦 村 坚 持 把 思 想 政 治 建 设 摆

在首位，补足精神之“钙”。村“两委”组建

10 人宣讲团，深入各组、寺庙、田间地头、

施工现场，通过阵地式、融入式、示范式、

课堂式、竞赛式等宣讲模式，以村民听得

懂的“糌粑味”“酥油香”的家常话和谚语

开展宣讲，前后共开展集中宣讲 16 场次、

受众达 2248 人，分散宣讲 62 场次、受众达

2048 人；

—— 积 极 培 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打 造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点 。 村

“两委”通过制作宣传标语、绘制文化墙、

制作户外大型广告牌，组织村民参观边境

一线、国门等，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加深

对“四讲四爱”的理解；

——积极推选道德模范、文明家庭、

诚信商户、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开展“感

恩奋进·我的脱贫路”等讲述活动，以身边

人 讲 述 典 型 致 富 带 头 人 、守 边 固 边 等 故

事，用身边事感染身边人；

——积极推动文化惠民、文化乐民、

文 化 育 民 。 在 春 节 、藏 历 新 年 等 重 大 节

日，开展文艺汇演及普兰宣服饰、科迦藏

戏 等 非 遗 展 演 ，让 优 秀 乡 土 文 化 蕴 含 的

思 想 观 念 、人 文 精 神 、道 德 模 范 延 续 传

承；

——以革除迷信思想、陈规陋习，遏

制不良风气和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为重点，

开展“移风易俗、破迷信、改陋习”大讨论

活动，制定完善村规民约 18 章 71 条。

“为了进一步把‘四讲四爱’融入村民

生活，我们还结合身边的例子，将‘四讲四

爱’内容编成歌曲、小品等。”科迦村党支部

书记欧珠告诉记者。

村民思想大转变

“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开

展，助推了村民思想上的转变和提升。

白玛多吉是科迦村典型的贫困户，以前

“等靠要”思想严重。在参与“四讲四爱”宣

讲后，白玛多吉主动去村合作社的砂石料场

上班，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脱贫致富。因白

玛多吉勤劳、肯干，在砂石料场的信誉很高，

俨然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榜样。

“村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

更加坚定了，现在随处可见村民家中摆放

领袖像、房顶悬挂国旗。”欧珠细说着科迦

村的变化，“现在，闲懒散慢的人少了，勤劳

致富的人多了；转经祈福的人少了，崇尚科

学的人多了；消遣娱乐的人少了，追求健康

的人多了；铺张浪费的人少了，勤俭持家的

人多了；闹矛盾的人少了，和睦相处的人多

了……”

同时，村里的环境质量明显提升了，现

在生活污水排进专门沟渠，垃圾清运率达

100%，家家户户植树养花，消除无树户，以

实际行动创建文明家园。

人人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

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姐妹像格桑

花一样扎根雪域边陲，始终践行“家是玉

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使命，她

们爱国守边的故事已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激励着各族人民建设幸福家园，同样激励

着科迦村边境一线的村民。

欧珠说：“以前有人来，村民认为‘来者是

客’，不询问情况，直接就让他们进村。宣讲卓

嘎、央宗姐妹的守边事迹和开展‘四讲四爱’活

动后，村民的守边意识明显增强，不管是什么

人经过都要去询问清楚，把边境守护好。”

欧珠告诉记者：“村里现有37名民兵，3个

执行点，一周安排 3个民兵守边，一周轮换一

次，民兵一天24小时在岗，对出入人员进行详

细盘查、登记，若发现不正常情况、可疑人员，

就向村委会汇报。平时，村‘两委’也经常带领

村民巡逻，在敏感时期，一天巡逻三次。”

今年 58岁的多吉桑姆告诉记者：“我们

村作为边境小村，做好戍边工作是村民们

的职责，大家都以卓嘎、央宗姐妹为榜样，

因为守好国家的每一寸土地是爱国的最好

表现。”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各级

党组织始终坚持把“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周密

部署、创新载体、真抓实干，持续掀起了深入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

育实践活动的热潮。

阿里地区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高位推动，层层动员部署，制订

下发《关于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方案》以及社会

面宣传、文艺宣传、新闻宣传、宣讲等专项工作方案，确保“四讲四

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干有方向，实现了动员部署全覆盖、无盲区。

阿里地区始终把全方位、多领域培养宣讲员作为开展群众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着力点，分别从各县各系统选派 2 名优秀宣讲

员在地区集中培训，并遴选出 2 名优秀学员，组成培训团前往 7 县

开展巡回培训。同时，各县各系统也结合实际开展了培训工作，

真正确保每名宣讲员都能成为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各项政策的

“翻译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助推器”、引导群众和谐发展的“导

航仪”。

为推动宣讲深入人心，阿里地区将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反分裂

斗争教育、脱贫攻坚教育等有机融入其中，组建以“两代表一委员”、

“先进双联户”户长、“三老人员”、教师、僧尼、致富带头人为主的宣

讲团，开展精准宣讲、力争讲深讲透。同时，结合群众的地域、文化、

群体和行业差异，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在内容、形式、手段上

不断探索，精心设计谋划一批“自选动作”，着力打破从理论到理论、

从概念到概念的僵化教育。同时，遴选出在脱贫攻坚工作一线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组成阿里地区“志智双扶”巡回宣讲团采取现身说

法的形式，深入七县开展宣讲活动。

为持续掀起活动热潮，大力宣传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

活动的重大意义、进展情况、实际成效、先进典型，最大限度地动员

农牧民群众、青少年学生、寺庙僧尼和国有企业职工积极参与活动，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阿里地区通过制作大型广告牌、灯箱广告、

宣传栏 216 个，喷绘、制作“四讲四爱”宣传标语口号等方式大力宣传

“四讲四爱”活动，并在各媒体刊载活动信息 100 余条，多角度挖掘

《嘎玛努拉的新起点》《一声到、一生到》《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先

进典型 28篇。

“四讲四爱”讲进了科迦村群众心里，改变着村庄面貌——

边 境 小 村 好 乡 风
本报记者 耿锐仙

阿里地区“四讲四爱”活动掀高潮

精准宣讲力争讲深讲透

转 变 思 路 谋 出 路 助 民 走 上 致 富 路

——记日喀则市仲巴县帕羊镇聂康村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 耿锐仙 本报通讯员 索郎旦达

在 开 展“ 四 讲 四 爱 ”群 众

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区始终坚

持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

周密部署、创新载体、真抓实

干，确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不

打折、不走样。

图 为 自 治 区 宣 传 思 想 文

化工作督查调研组深入日喀

则市萨迦县调研“四讲四爱”

活动开展情况。（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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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跟党走，善团结、会发展，能致富、保稳定，遇事不糊

涂、关键时刻起作用。”打开林芝市巴宜区真巴村党支部宣传委员尼

玛多吉的笔记本，扉页上用藏汉双语写着这样一句话。像这样的学

习笔记，在他的家中摞着十来本。

作为巴宜区基层宣讲员的尼玛多吉，爱学习、善钻研、愿带头，

是十里八村群众公认的“明白人”和“政策通”。“四讲四爱”群众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 3年多来，他先后 3次参加巴宜区开展的基层骨干宣讲

员培训，4 次获得“四讲四爱”市县乡三级优秀宣讲员表彰，开展集中

和随机宣讲 100多场次。

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他利用村里的微信群开展“微宣讲”，让

群众在一个个数字对比、一个个抗疫故事中体会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的信心和决心，33户群众自发为抗疫捐款 37.78万元。

在“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宣讲中，尼玛多吉结合身边人

身边事开展宣讲，让宣讲内容更贴切、更富有感染力，真正从思想

上、心理上让群众乐于接受。教育“润物细无声”，群众富而思进，下

辖的嘎拉自然村群众团结一致搞旅游、谋发展、促和谐，打响了闻名

全国的桃花品牌。2019 年，嘎拉自然村实现经济总收入 800 多万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 3.8 万多元，仅 2019 年的桃花源旅游总收入就达

354万元。

“要把党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同时，

更加清楚地知道惠从何来。”察隅县古玉乡古井村在党支部书记罗布

扎西的带领下，全村人均收入年年升高，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

要想带领群众奔小康，自己得先做榜样。在全村人对致富路还

是一片茫然的时候，罗布扎西利用国家贷款和自家存款，购买了一

辆小型挖掘机，承接各种相关业务，这一创举使他迅速成为全村首

屈一指的富裕户。

富裕起来的罗布扎西没有忘记带领乡亲一同致富。由于经济

落后，长期以来，古井村的拖拉机数量不多，村民出行和耕地都很

不方便。2008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年，罗布扎西就决定向银

行争取贷款，为村里每家每户购买了拖拉机。

为了解决村里贫困户出行不便的问题，罗布扎西自己出钱在村

里修了几条直接通到他们家门口的村道。“以前一下雨，门口就是坑

坑洼洼的；现在好了，路通了，出行方便了很多。”村民才旺卓嘎笑着

说道。

富了口袋，不能穷了脑袋。罗布扎西常对村民们讲：“教育是摆

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只有多读书、多学知识，才有出路，科学是没有

虚假的，我们农民种田、养殖一样离不开文化知识。”

同时，作为古玉乡“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宣讲团成员，

罗布扎西善于把“四讲四爱”宣讲融入农牧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中，每

次宣讲都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把党的惠民政策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

在欢声笑语中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现在，村民都称他们的罗布扎西书记“是群众致富的领路人，更

是村民思想上的领路人”。

林芝市真巴村宣传委员尼玛多吉

这个“政策通”不一般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本报通讯员 李玉领

察隅县古井村党支部书记罗布扎西

做村民的“领路人”
本报记者 张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