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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银行的贷款，现在日子才越过

越好。”走进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藏中村 7

组村民索朗桑布家，窗明几净，彩电、大冰

箱等电器一应俱全，门口还停放着一辆小

汽车。

几年前，因为家庭劳动力少，索朗桑

布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2016 年被评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脑袋里没想法、口袋

里没资金”是他脱贫致富最大的拦路虎。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人民银行等五部

委联合行动，为贫困户量身定做了扶贫优

惠政策。针对索朗桑布等贫困户的情况，

人行山南中心支行积极行动，坚持“一户

一策”，为他们制订实施了“三步走”脱贫

不脱政策方案。

第 一 步 ，金 融 培 训 ，拔 掉 思 想 穷 根 。

在山南市开展金融扶贫“八个全覆盖”的

要求下，人行山南中心支行在扎囊县启动

了“金融明白人”培训项目。通过金融夜

校、基层银行信贷工作人员每星期通过走

村入户宣讲金融政策、金融知识，培养了

一批“金融明白人”。

在扎其乡“金融明白人”的帮助下，索

朗桑布树立起“要脱贫必须改变思想，必

须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的意识，理解

金融优惠政策后，他决心抓住机会，搭上

运用信贷资金脱贫致富的快车。

第二步，真金白银，小额信贷开启致

富路。2016 年，扎囊县农行为索朗桑布颁

发了精准扶贫贷款证，按年利率 1.08%提

供了 5 万元小额信用贷款，帮助他购买农

机具发展生产，实现了索朗桑布金融脱贫

的首次试水。次年，他又贷款 3 万元在村

里开商店，做起了小生意。通过自己辛勤

的劳动，终于有了一些积蓄。看准了运用

信贷扶持脱贫致富的路子，他抓住山南市

修建拉林铁路等工程的机遇，又从银行贷

款 5 万元，购买卡车用于跑运输。今年，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扶贫小额信贷“不抽

贷、不断贷、不压贷”的要求下，解决了资

金周转上的困难，索朗桑布预计今年的年

收入将接近 20万元。

第三步，培育壮大，辐射带动共同富

裕。索朗桑布的致富之路，让他成了村民

效仿的对象，大家纷纷向银行申请贷款，

发挥各自所长，谋致富之路。实现脱贫的

索朗桑布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他还有

更大的梦想，就是成立藏鸡养殖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让更多贫困户都能参与其中，

运用国家精准扶贫的好政策，共同走上致

富之路。

为助其圆梦，人行山南中心支行决定

扶上马再送一程，再提供贷款 30 万元。目

前，索朗桑布的藏鸡养殖场已经建成，他

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阔。

据悉，截至目前，山南市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达 20.73亿元，有效信贷满足率

达 89.42%。共支持 85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林木种植、奶牛养殖等扶贫产业，提

升生产生活水平，户均增收 4000 元以上。

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805.5万元、376笔。

“鸡苗是免费给的，养大的鸡与鸡蛋也

是自己的，得好好养，才能对得起驻村干部

们做的工作。”日喀则南木林县土布加乡岗

嘎村村民格桑旦真说。

2018 年 1 月，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进

驻南木林县土布加乡岗嘎村、门嘎村、白萨

村、差那村、顶布村，开展驻村工作。

两 年 多 来 ，人 民 银 行 拉 萨 中 心 支 行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队 员 们 ，紧 紧 围 绕 自 治 区 党

委 确 定 的“ 建 强 基 层 组 织 、做 好 维 稳 工

作 、促 进 增 收 致 富 、深 化 感 党 恩 教 育 、办

好 实 事 好 事 、落 实 惠 民 政 策 、推 进 扶 贫 开

发 ”七 项 重 点 任 务 ，立 足 土 布 加 乡 产 业 发

展 实 际 ，投 入 资 金 600 余 万 元 ，开 展 各 类

惠 民 利 民 项 目 20 余 个 ，帮 助 贫 困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

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驻村工作队实

施的“养鸡大户+合作社+贫困户”藏鸡养殖

项目，免费向岗嘎村每户养殖户发放 100 只

成年产蛋鸡，帮助藏鸡养殖户搭建标准化鸡

舍、拓宽藏鸡蛋销路、协助成立五谷养殖合

作社等，养鸡户户均营销利润达到 6000 余

元。

授 之 以 鱼 不 如 授 之 以 渔 。 人 民 银 行

拉 萨 中 心 支 行 驻 村 工 作 队 开 展“ 授 渔 式 ”

技能培训，提升养殖户自主扶贫能力。聘

请科技人员讲藏鸡养殖技术，组织群众赴

养 鸡 先 进 地 方 多 角 度 交 流 学 习 。 为 提 高

群众养殖积极性，驻村工作队协助合作社

建 立 奖 励 机 制 ，对 养 殖 效 果 好 、成 活 率 高

的养殖户进行一定比例的利润返还，推动

养 殖 户 主 动 学 、扎 实 学 ，逐 步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驻村工作队队长姑桑德庆说，下一步，他

们将进一步推动五谷养殖合作社强化与县内重点养殖企业的深度协

作，在鸡苗孕育、鸡蛋产销以及蛋鸡的淘汰、更新等方面，将“农户+基

地+合作社”模式转变为“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规范合作社

运营、扩大合作社盈利规模，强化农牧民盈利，充分发挥五谷养殖合

作社的产业扶贫作用。

从 2016 年开始，那曲市索县荣布镇在 4000 余亩的土地上进行了试验性人工种草，建立万亩

饲草料基地，使种植业成为养殖业的“第一车间”。经扩建，该基地共种草 5000 余亩，为周边 4 个

村的 6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该基地今年主要种植的是燕麦草，干草亩产量约

800斤。

图为索县荣布镇农牧民群众正在人工种草基地收割燕麦草。

本报记者 万靖 摄

人工种草——

养殖业“第一车间”

依靠金融扶持 “三步”迈向小康
——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藏中村索朗桑布的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李梅英

本报洛扎电（记者 段敏）今年以来，洛扎县驻色乡曲西村工作队发

挥“宣讲员、参谋员、联络员、指导员、协调员”作用，助力决战脱贫攻

坚。

当好政策宣讲员。该驻村工作队与村干部组成 4 个专班进组入

户，深入田间地头、放牧点、工地等地，采取集中宣讲和个别辅导的方

式，累计开展宣讲党的惠民政策 155场次。

当好发展参谋员。以“增加收入促减贫、巩固提升防返贫”为工作

目标，以脱贫人口“回头看”为工作核心，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跟踪了解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边缘户收支状况，做好动态监测

和管理，全面摸清脱贫户后续发展需求，累计入户送务工政策、信息 30

次。

当好信息联络员。定期同村“两委”班子对接结对帮扶责任单位、

责任人，报告建档立卡贫困户动态、边境小康村建设进展情况、“四讲

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等，协调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工作扎

实开展。

当好党建指导员。配合村党支部书记组织举办党员培训班，完善

和落实会议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等措施，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

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开展“三包五带五促”，

明确划分责任片区，制作工作台账，组织党员包户包人，主动与定点帮

扶对象、“双联户”沟通对接，确保党员和所包群众关系清楚、职责明

确。

当好小康村建设协调员。动员群众支持参与边境小康村建设，主

动搬迁户数从 10%提高到 90%以上。建立安全生产监督值班制度，定

期了解建设情况，督促施工方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保障建筑施工

领域安全，确保小康村项目建设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洛扎县驻色乡曲西村工作队发挥“五员”作用

开展“回头看”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近日，由昌都市委组织部、市强基办联

合组成的干部考核组深入昌都 11 县（区）31 个村（居）对市直点派驻村

工作队队长进行中期考核。各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通过对重点工作

的突破，辐射带动其他工作有序推进，取得“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

紧扣脱贫攻坚工作重点，不断提升群众收入水平。各点派驻村工

作队队长立足村（居）实际，通过志智双扶，想方设法帮助群众增收致

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察雅县肯通乡达如村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

运用“互联网+”模式，邀请昌都本地网红“阿紫”和“小赵薇”现场直播

带货，吸引了在线观众上万余人的广泛关注，售出虫草 5000 余根；巴日

乡尼珠村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积极组织本村村民 150 余人次参与到两

个项目的施工建设，帮助群众增收 6.3 万余元，同时引导全村 60 余人外

出务工，人均增收 1万余元。

打通民生脉搏服务堵点，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各点派驻村工

作队队长用党和政府的声音来引领群众的思想，用落实党的惠民政策

来增强群众的感恩意识，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效果来实现共

同富裕。察雅县察拉乡金巴村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利用 3 个闲置的蔬

菜大棚试种蔬菜，为村民免费提供新鲜蔬菜，并针对性地带领村“两

委”和群众学习蔬菜种植技术，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卡

若区埃西乡娘达村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协调市残联为残疾群众解决

轮椅、拐杖、坐便器等 16 件生活用品，设立娘达村便民充值和包裹代收

（网络代购）服务点，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昌都市

中期考核市直点派驻村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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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儿子已经有

工作了。”次仁德庆在见到与他家“结对

子”的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扶贫干部时非常

激动。作为朗县登木乡多龙村村民，次仁

德庆家住海拔 3700 米的边远深山。在交

通运输厅的帮扶下，今年夏天，这个贫困

家庭因有了就业人口而增加了收入。

像 次 仁 德 庆 家 一 样 ，受 高 原 特 殊 自

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约的贫困

农牧民还有很多。为此，区交通运输厅

把脱贫攻坚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首要

任务，一边在雪域高原修路架桥艰苦卓

绝地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一边因地制宜

发挥行业优势助力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在“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

引领下，努力践行着“不让一个农牧民兄

弟 在 脱 贫 攻 坚 的 道 路 上 因 交 通 问 题 掉

队”的神圣使命。

驻村帮扶 为民解忧

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交通运输部

脱贫攻坚的总体部署，区交通运输厅大力

开展“强基础、惠民生”干部驻村工作，交

通运输系统 26 个驻村工作队全部下沉，扶

贫干部深入那曲、阿里、日喀则、林芝、昌

都 5 个市地的贫困村驻村，配合村“两委”

因地制宜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驻村干部们带着感情和责任，帮助各

驻在村定位脱贫思路，扶持做强特色产

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驻墨脱县格当乡

桑珍村工作队积极为当地丰收的 62 亩辣

椒联系加工厂，集中收购村里的六成辣

椒，使每户年均增收 4000 余元；驻边坝县

马武乡拉加村工作队根据当地山高谷深、

大型农机具无法进入的实际，利用相关政

策资金为村里购买了七台微耕机，大大改

善了拉加村 63户农牧民的生产条件。

脱贫攻坚就是真心实意解民忧。近

年来，自治区交通运输系统驻村工作队累

计走访贫困农牧民群众 8232 户，发放慰问

金 232.34 万 元 ；累 计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2035

件、投入资金 1680.81 万元；积极为所在帮

扶点申报和落实“短平快”扶贫项目，共投

入资金 4117.98万元。

参与建设 助民增收

为帮助施工点所在的那曲市香茂乡

康托村牧民增收，西藏天海集团在参与那

曲至拉萨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出资 220

万元给村里捐赠了五辆工程运输车，再由

工程项目租用这些车辆投入建设，截至目

前，产生收益 20 万元，用来帮助村里的贫

困户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近年来，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发挥行业

优势，在满足工程要求和标准的基础上，

想方设法为农牧民群众创业增收创造有

利条件，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参与建设、

优先向当地群众购买砂石材料、优先使用

当地的工程机械。

在樟木口岸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旅游景区公路建设过程中，交通部门积极

探索“交通+边贸”“交通+旅游扶贫”等脱

贫模式，带动边境地区和旅游景区群众发

展特色产业脱贫致富。

扶贫干部在深入阿里地区札达县达

巴乡曲龙村调研时发现，因象泉河上没有

桥，导致该村一组、二组牧民无法进行冬

季转场。交通部门经过协调，迅速落实了

转场道路的建设项目和资金，经过 70 多天

的施工，长 922 米（包括桥梁 40 米）的冬季

转场道路保质保量建成，为当地群众便利

出行、发展牧业提供了保障。

日益畅通、安全的出行条件暖了老百

姓的心，也在逐步缩小西藏城乡、区域间

的发展差距，极大提升了广大农牧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路网提升 强基惠民

脱贫攻坚促进了西藏贫困地区交通条

件的加快改善，交通大发展又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道路交通保障。

“十三五”期间，西藏交通建设投资成

倍增长，固定资产完成投资超过 2500 亿

元，较“十二五”增加 1820 亿元以上，投资

增幅达 269.3%，在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占

比三成以上，成为拉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引擎，奠定了全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坚实基础。

全区路网质量和水平显著提升，让群

众更加安全、畅通、便捷地走上脱贫致富

路。截至 2019 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

10.45 万公里，较“十二五”末增加 2.62 万公

里，每年净增公路里程相当于两条“两路”

的长度，供给能力大幅提高。公路密度较

“十二五”末提高了 35.4%。青藏、川藏等 5

条主要进藏通道全部实现“黑色化”。全

区路网结构明显改善，通畅率大幅提高，

质量显著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自实施脱贫攻坚战以

来，西藏交通建设项目共吸纳各地 54.7 万

名农牧民务工，促进贫困群众增加劳务收

入 137.2亿元。

不让一个农牧民兄弟掉队
——我区交通运输系统扶贫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王超 本报通讯员 刘布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