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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刚到山上撒了一

些 盐 和 食 物 ，就 是 怕 这 些 白 唇 鹿 饿

着 ！ 刚 出 生 不 久 的 小 鹿 还 不 会 觅

食。”护林员日日总是对野生白唇鹿

格外爱护。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白唇鹿主

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

高山草原地区，在林芝主要活跃在工

布江达县加兴乡白朗村附近。

今年 61 岁的工布汉子日日与白

唇鹿的结缘，要追溯到 1974 年。那一

年，15 岁的日日在附近山上放牧时，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白唇鹿。“当时

特别激动，之前都是听老人们说有白

唇鹿，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日日

告诉记者，由于那时村民们没有保护

意识，再加上砍伐树木破坏环境，白

朗村的白唇鹿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

最少的时期只有几十头。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

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及工布江达县

林业局动物保护宣传工作的深入开

展 ，村 民 的 动 物 保 护 意 识 也 明 显 增

强。在此基础上，工布江达县在加兴

乡划定了一定范围，建立了白唇鹿自

然保护区。

2000 年，经过申请，日日成了加

兴乡的护林员，这一干就是 20 年。“巡

山护林，可不是随便走走就了事的，

除了要细心观察，还要做好山林周边

村民的防火思想工作。”日日对巡护

工作颇有经验。

“一旦着火，一座山就没了。”20

年来，怀着对此的担忧，日日每隔几

天就要出门巡山。天刚亮时出发，带

上水、糌粑和消防工具，一走就是一

天，日落时才回来。每年冬天，整个

加兴乡都被冰雪覆盖，对巡山工作来

说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山上没有路，

只能步行慢慢爬山，一不小心就会摔

跤 ，磕 碰 到 石 头 和 树 枝 更 是 经 常 的

事。说着，日日掀开衣服，向我们展

示了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

今年，加兴乡小学开学时，学校

特地请了日日来给孩子们讲述他守

护森林和白唇鹿的故事。“这是我第

一次给孩子们讲这些。让保护森林

和白唇鹿的意识代代传承，这是我们

的责任和义务。”日日说。

“山高林密，护林是很孤独的，每

一次巡山，都存在着未知的危险，但

我还是想做一辈子的护林员。”在巡

山护林的过程中，谁也不知道“愿做

一辈子的护林员”这句话，日日在心

底说了多少遍。

如今，仅仅在白朗村，白唇鹿数

量已得到极大恢复，目前已超过 2000

头。

“全面带动整村脱贫，每一户都要

全心全意。”每年藏历新年来临，巴宜

区林芝镇曲古村都会为每家每户购置

发放毛毯、卡垫、洗衣机、冰箱等生活

用品，村党支部书记佐罗说，“村集体

经济壮大了，收入增加了，也要想着多

为群众争取福利。”这种满满的“仪式

感”在曲古村已经坚持了七年，成为每

年固定的“藏历新年丰收日”。

佐罗出生于 1963 年，2005 年起担

任曲古村党支部书记。早出晚归，披

星戴月，这是他工作的常态。村里每

次大扫除，佐罗都会早早到，扛着扫

把、迈着大步走在最前面，10 公里长

路上的卫生清扫工作安排得井井有

条。每次村里开会，只要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事儿，除了会上通知，佐罗

还会给没来的家里挨着打电话传达，

生怕漏了一个人。

因为没有更多时间分担照顾家

庭的重任，佐罗的两个孩子只有老二

考了大学有了工作，老大留在家里帮

忙干起农活儿，好让佐罗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服务村里的群众，这是佐罗作

出的艰难决定。每每想起这个决定，

他说，这是他对孩子一辈子的亏欠。

2016 年，曲古村次罗布一家因缺

失 劳 动 力 被 纳 入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佐罗来到次罗布家中，语重心长地告

诉他：“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命运

打倒，向贫困低头。”智志双扶，成为

佐罗要做的第一件事。他耐心地与

次罗布交流，促膝长谈，激励他要把

这个家变成有希望的家。次罗布受

到教育和启发，重拾生活信心，性格

开朗了，做事认真了。之后，佐罗带

领村“两委”联系到村附近项目施工

方，协商安排次罗布到当地打工修围

墙，还将次罗布家的 7 亩闲置地出租

给一家企业，一年可获得 5700 元租金

收益。

过去，曲古村交通路况差，群众

外出劳作归来便是“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模样。要致富先修路，

2010 年，曲古村被当时的林芝县委、

县政府（现巴宜区委、区政府）确定为

小康示范村，属广东省援藏项目，投

资 450 万元，是林芝县最早建设的小

康示范村。小康示范村的建设，让村

里有了宽敞干净的马路、鲜花怒放的

庭院、崭新的文化活动广场和舒适和

谐的人居环境，全面改善了曲古村的

村 容 村 貌 ，改 变 了 群 众 的 生 活 和 观

念。

谈起曲古村未来的发展规划，佐

罗很有信心：“搞好发展，种养结合。”

2019 年，佐罗带领村“两委”班子又向

上级积极争取 95 万元的母牦牛养殖

繁育项目，依托 18000 亩丰富的草场

资源，计划购买 80 头母牦牛进行科学

培 育 养 殖 ，对 养 殖 技 术 进 行 培 训 和

指导，对奶渣、酥油等附加品进行深

加工后投入市场销售，能够带来联动

效益，增加了群众的现金收入。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惠民利民的民

生实事工程。近年来，林芝市抓实精神

文明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破除陈规陋

习，奏响美丽乡村建设“三部曲”，用各

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浇灌出实现

乡村振兴的幸福之花。

提升乡村人文内涵

8月 6日晚，47岁的波密县古乡古村

村民边觉吃过晚饭便早早来到村委会

二楼夜校培训室。和以往一样，边觉选

择第一排坐下，戴好眼镜，备好纸笔，静

待开课。

边觉家里种了 3 座蔬菜大棚，2019

年以前，主要种植青菜。“一年下来累得

够呛，最后落到口袋里的钱却很少，基

本处于想放弃的状态。”回忆起以往的

种菜路，边觉感触良多。

最近，边觉听说村里新办的农民夜

校请来了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种植方面

的专家进行授课，没来得及吃晚饭，他

便来到课堂学习。

“来的时候课已经开始了，我就站

在门口，靠着墙听。”边觉回忆，专家在

课堂上介绍了一种常见蔬菜——西红

柿。不仅讲了选种、施肥等技术，还从

市场行情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种植西红

柿的可行性。

这堂课后，适逢蔬菜换种季节，边

觉就按照夜校学习的知识，尝试着种了

一些西红柿。

“从那时候起，‘农民夜校’的课程

我都全程参与学习。”边觉说，至今他一

节课也没有落下。

“不会藏汉‘双语’不好就业，村里

举办的‘双语’培训夜校为我们提供了

一条很好的出路，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

就业创业能力。”近日，察隅县察瓦龙乡

目 巴 村 村 民 达 瓦 提 到 村 里 举 办 的“ 双

语”培训夜校时开心地说。

近年来，林芝市各乡镇充分利用晚

上、农闲时间，遵照需求导向、分类施

教、注重实效的原则，以行政村为单位

开办“双语”夜校班，由理论水平高、实

践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的驻村工作队

队员、村干部及致富带头人等担任“双

语”夜校授课老师，帮助农牧民学好“双

语”，提高其就业能力，争取早日实现脱

贫致富。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乡村之美，贵在环境，打造生态宜

居的良好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先手棋”。

踏 着 秋 天 的 脚 步 ，记 者 来 到 位 于

错 高 湖 畔 的 林 芝 市 工 布 江 达 县 错 高

乡 错 高 村 。 与 想 象 中 偏 远 农 牧 区 脏

乱 差 的 环 境 不 一 样 ，村 内 一 条 条 水 泥

路 直 通 到 每 家 每 户 门 前 ，一 栋 栋 新 建

的 房 子 错 落 有 致 ，让 人 更 为 惊 讶 的

是 ，整 个 村 内 看 不 到 任 何 垃 圾 ，甚 至

一片碎纸。

走进错高村，记者看到一群人，有

的拿着扫把，有的拿着垃圾桶，有的拿

着夹子，在路边和容易产生垃圾的角落

里忙碌着。

“央金啦，您年纪大了，清理这一片

就行了，我们年轻人去清理其他地方。”

说话的是洛桑群培，错高村定期清扫村

里卫生的负责人。

近年来，林芝市坚持环境整治与引

导观念转变相结合，充分发挥村“两委”

班子及驻村工作队的作用，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广大农牧民转变观念，培养维

护卫生意识和文明生活的习惯，培育文

明新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充分发挥

群众主体作用，最大限度调动农牧民群

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自觉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营造人人参与、齐

抓共管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乡政府、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和教育下，错高村村民自发成立

了定期打扫村内卫生的小组，分片分区

对村里每个角落进行清扫；村“两委”在

远离村落的地方选定地点建设藏香猪、

牦牛栏舍，实行人畜分离，一改过去人

畜混居的现象；村里的卫生监督员和护

林员还会不定时地监督检查整个村落

的卫生状况。

“以前，村里弥漫着各种牲畜粪便

的味道，我经常被熏得咳嗽；现在空气

好多了，我都不怎么咳嗽了。”村民卓玛

笑呵呵地对记者说道。

培育乡村文明乡风

举办道德大讲堂活动，号召群众学

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为乡村文化站

购置图书、电脑、健身器材等，不断完善

其服务功能；经常性开展晚会、歌舞比

赛、知识竞赛、篮球比赛等活动，丰富农

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林芝市各

乡镇，文明乡风吹遍了每一个角落。

2018 年，墨脱县背崩乡背崩村成立

了村里第一支文艺队，并且自编自导了

很多节目。几年来，他们不仅开展了各

项 文 艺 表 演 ，还 担 当 起 政 策 理 论 解 读

员 、时 事 政 治 宣 讲 员 、法 律 法 规 宣 传

员。“结合身边事自导自演，大家看着亲

切，也受教育。”墨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旦增说。

在察隅县学尼村，每家每户大门一

侧 都 贴 有 门 牌 号 和 二 维 码 ，一 扫 二 维

码，房屋地址、专职民警和辅警的电话

一目了然。每家门口还贴着白底红字、

藏汉“双语”且镶嵌着花边的“我的家

风”特色门牌，上面印着“家俭则兴、人

勤则健”“父之爱子、教以义方”“和邻

里、亲家人”“建幸福家园、做平安使者”

等家风家训。“征集并悬挂家风家训，为

的是把好家风好家教传承下去，以好家

风带动好民风。”学尼村村委会主任布

多说，“以前，村民办红白事讲究排场；

现在，红白事崇尚节俭、不铺张浪费，树

立了文明新风尚。”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近日，

2020 年全国科普日“中国飞天梦”科普中国万里

行活动在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活动中，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进中心工

作人员为学生们讲解了通往蓝天之路、飞机的结

构、起飞的奥秘等方面的航空知识。现场还通过

生动有趣的游戏互动让学生们了解飞机飞行中

飞行员与地面管制员各自的工作要求，宣讲员带

领大家观看了《航空与报国》视频，讲述航空报国

和航空强国精神，教官还教学生们折“空中之王”

纸飞机、体验模拟机，通过让学生们动手实操，进

一步激发他们翱翔蓝天的梦想。

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进中心理事长李俊

天介绍说，此次活动旨在将航空文化科普活动拓

展至全国，通过航空兴趣的培养，提高民众的航空

科学素养和科技知识，让广大市民和青少年了解

科技创新、体验和共享科普成果，对推广航天科普、

弘扬航天精神、激发爱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

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嘎玛仁增参加活

动后很兴奋，他对记者说：“我从小就有航天梦，

今天参加了体能测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也

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飞行员的信心。以后我

要更加努力学习，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取件不用愁，快递免

费送到村门口”“寄件到站点，少出 5 元钱”，米林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宣传横幅和当日物流快件来到了各

个电商服务站，当地群众从此开启足不出村即可寄件、取件的

农村电商新生活。

8月上旬，米林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与林芝市申通、百世

快递等快递物流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随后下乡入户对站点运营人

员就问题件处理、收件打包、信息登记等业务进行系统培训。

9 月 1 日，米林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正式开启米林县快

递物流下乡配送和站点收件邮寄工作，每日下午将林芝市发往

米林县物流快件在县城仓储物流中心集配分拨，次日上午依托

米林县乡村客运车，按照米林—卧龙镇、米林—丹娘乡、米林—

扎绕乡三条路线进行配送，同时将相关上行件带回米林县仓储

物流中心进行集配后发往林芝市邮寄，达到对米林县 28 个电商

服务站的全覆盖和配送周期 1天 1次的成效。

“现在，我们的灵芝、木耳终于可以在家门口发货了，以后会

有更多人在朋友圈和淘宝下单。”米林县米林镇热嘎村灵芝种植

合作社的贡觉卓玛高兴地说道。米林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通过对服务站、快递物流、公共交通等资源充分整合，开展快递物

流下乡配送和收寄工作，快递物流不仅免费送到村口服务站，上

行寄件同时还享受 5 元钱每单补贴。米林县物流快递的下乡配

送和收寄工作的开展，能从原产地实现农产品邮寄提速降费，促

进米林县农产品上行销售，实现多维度的扶贫助农。

浇灌乡村振兴幸福花
—林芝市奏响乡村建设“三部曲”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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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 白 唇 鹿
——记工布江达县白朗村护林员日日

本报记者 张猛 廖嘉兴 王开波 王珊 狄碎虎

时时想着搞好村庄发展
——记林芝镇曲古村党支部书记佐罗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李雁

近日，工布江达县仲莎乡在职工之家图书室开展以“悦读时光、书香清扬——读书

分享会”为主题的党日活动。“读书分享会”主题党日活动为党员学习提供了一个思想

交流的平台，既是一次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图为工布江达县仲莎乡干部职工在读书分享会上分享自己读过的书。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摄

为 了 缓 解 各 类 群 体 的 就

业压力，林芝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以“为企业找英才、为

人才找名企”为主旨，从 2018

年 7月 6日开始，每周五为用人

单位和求职者双方搭建一个

面对面、零距离的对接平台，

推进招聘会活动常态化，更好

地 为 求 职 者 和 用 人 单 位 服

务。“周五精品招聘会”启动以

来，共开展招聘活动 69 场次，

累计有 1936 家用人单位提供

就业岗位 29000 余个，达成就

业意向 7500 余人次，1600 余名

求职者通过精品招聘会平台

实现就业。

图 为 近 日 ，在 林 芝 市“ 周

五精品招聘会”上，企业代表

在向求职者讲解企业用工细

节。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摄

““周五精品招聘会周五精品招聘会””

助力群众就业助力群众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