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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燃 高 原 牧 民 希 望 的 火 把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西藏阿里改则县抢古村党支部书记尼玛顿珠
光明日报记者 尕玛多吉

提起西藏阿里，许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壮美的

神山圣湖、闻名于世的古格遗址、威猛的野牦牛、灵动的

藏羚羊。但真正走近这片平均海拔 4500米以上的高原

大地，会发现美景背后是高寒缺氧等严酷的生存现实。

由于自然气候恶劣和生产方式落后等诸多原因，

在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千百年来，绝

大多数牧民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放牧、逐

水草而居”的传统生活。然而，总有人不甘寂寞，改则县

抢古村党支部书记尼玛顿珠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让抢古村的人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尼玛顿

珠一直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役的第一线。5 年来，他充

分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体村民大胆

改革创新，不断拓宽增收渠道，成立牧民集体经济合

作社，推动粗放落后的牧业生产向集约化、产业化、现

代化经营发展，点燃了高原牧区改革的一把火。

党的好政策，敲开了牧民群众致富
的大门

初秋 9 月，牧草披金。当记者在抢古村见到村党

支部书记尼玛顿珠时，他刚刚参加完在拉萨召开的西

藏自治区成立 55 周年座谈会归来。尼玛顿珠脸上带

着藏族牧民特有的质朴笑容，“抢古村从糌粑吃不饱，

到家家建新房，户户有存款、余粮，这正是西藏成立 55

周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说到底，是党的

好政策，敲开了咱牧民群众致富的大门。”

今年 55 岁的尼玛顿珠，祖祖辈辈生活在抢古草原

上。“记得小时候实行分配制，一家 9口分得的糌粑根本

不够吃，母亲把冬宰时风干的一点牛羊肝肺磨成粉，和

着糌粑一起吃。尽管难以下咽，但能勉强填饱肚子。”

抢古村地处国道 317 沿线，藏北羌塘草原腹地。

除了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的不利因素外，群众普遍

受教育程度低、劳动技能差，全村 73户 290人日复一日

靠放牧维持生计。放牧—出售畜产品—换取糌粑等

生活必需品—放牧，周而复始……如何才能打破这样

的循环，让大家伙手里有些现钱？1998 年被选为村干

部的尼玛顿珠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在党中央的关心支持下，数十年来西藏发生了历

史性巨变。特别是在以“两个长期不变”政策为基石的

农村产业政策下，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享受了比内地更

加优惠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牧区生产力。“有这

么好的政策，我们不能再等靠要了，首先要转变观念、主

动作为，不断拓宽牧民增收渠道。”尼玛顿珠说。

瞅准城市建设的热潮，2007年尼玛顿珠带着 6名牧

民成立了一支施工队。2008年夏天，政府划拨资金为改

则县牧民建设标准化羊圈，其他村都是请外地施工人员

建设，而抢古村实现了自建。当年，抢古村的劳务收入达

到 15 万元，这是全村第一次有了牧业之外的村集体收

入。接着，抢古村利用政府出台的农牧民贷款、税收等优

惠政策，分别在 2012年、2013年投资开办茶馆、商店、洗

沙场、农机修理厂……全村从过去依靠单一传统牧业发

展到现在多种产业并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这些看似细微的转变，却让商品观念、市场意识

在抢古村牧民心中扎下了根。

牧民变股东，就像把草拧成了一股绳

“坚决打赢改革试点攻坚战，为牧区改革发展蹚

出一条新路子。”这是 2015 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尼

玛顿珠向组织和全体村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当时阿

里地区决定在改则县进行牧区改革试点，尼玛顿珠主

动申请将抢古村作为试点村。“那时我们村有 49 位贫

困村民，贫困面约 20%，牧民们强烈渴望早日摆脱贫

困。另外，全村基层组织坚实有力，为改革试点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尼玛顿珠说。

尼玛顿珠积极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在充

分调研摸底的基础上，抢古村将零散的专业合作组织

整合为“抢古村牧民集体经济合作社”，在政府引导、

群众自愿的原则下，全村 85%的牧户以牲畜入股、劳动

力入股、联户放牧、草场流转的方式参与合作运营，实

行劳动力、草场管理、畜产品购销等“六个统一”，建立

起符合实际的牧业改革新模式。

改革试点的第三年，全村收入实现了翻番。2019

年，合作社总收入达 531.9 万元，实现利润 389.6 万元，

入社社员人均分红 5 万多元。此前部分对改革心存疑

虑的牧民，主动加入了合作社。

曾经的贫困户洛桑感慨道：“改革前，我们两口子

依靠农村低保和政策性补助过日子，喝不起酥油茶，

每年只有两三只过冬羊。2019 年，我们一次性拿到了

6万多元的现金分红，生活也更有盼头。”

新的改革模式让每个牧民成了股东，促进了牧户

与村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增强了村民集

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市场意识，实现了由过去分散式、

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

尼玛顿珠说：“这就好比把草原上的草拧成了一

股绳，变得更有力量了。”

做大做强产业，让群众致富增收的
步子迈得更快更稳

2019 年 9 月，距离抢古村不远处的草原上，一座现

代化的牛羊肉冷冻库拔地而起。

在尼玛顿珠的争取下，政府投资 600 多万元在抢

古村建起了冷链物流产业基地，冷库最大库容 32 吨，

可一次性集中容纳 2370 个绵羊单位牛羊制品，解决了

牲畜四季出栏冷藏和物流等问题，促进了畜产品加快

流通，提高了牲畜出栏率和商品率。

“过去，牧民都是在冬季集中宰杀牲口后各自运

到城市售卖，现在牧民随杀随卖，等于是把市场建到

了自己村头。”尼玛顿珠说，冷链物流基地建成后，辐

射带动了物玛、麻米 2个乡 6个村的牲畜出栏。

从生产、经营到销售，抢古村牧业产业发展的路

径被一一打通。通过“基地+合作社+牧户”模式，有效

带动了群众稳定增收致富。2019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到 1.6万元（不含政策性补助），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

贫摘帽。这是抢古村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

昔日一个贫穷落后的牧业小村，在短短几年里换

了新颜。

作为“牧改第一村”，尼玛顿珠带领村民大胆进行

牧业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被复制推广到全西藏的牧

区。2018 年，尼玛顿珠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改

革先锋”称号，2019 年又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和

“最美奋斗者”称号。

抢古村，藏语意为和谐村。面对未来，尼玛顿珠

说：“下一步，全村还将依托科技和畜牧业优势资源，

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把牧业改革引向深入，创造更加

富裕和谐的新生活。”

（转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 09月 13日 01版）

从墨脱县中学足球场遥望，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一

边是日夜奔腾的雅鲁藏布江。这块铺着人工草皮的足球

场，既是整个县城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发掘足球好苗

子的训练场。

7 月 28 日正值暑假，13 岁的足球小子桑杰扎西和小伙

伴在球场上欢快追逐；36 岁的墨脱县足球队教练、队长阿

旺朗杰与队员们在训练阵法。8 月 16 日，阿旺朗杰在朋友

圈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墨脱县足球队夺得林芝市第十四届

“尼洋河杯”足球赛亚军。

足球小子的梦想：
代表墨脱驰骋绿茵场

“看，往这边传！”“来！看球了！”

在墨脱县中学足球场的一角，一阵吆喝声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五六名小球员围着一个足球你追我赶，一个身材

颀长的小球员夺球、过人、停球、射门，一气呵成。

这名小球员就是桑杰扎西，穿着一身尤文图斯的球

衣，偶像是 C 罗。

“我喜欢足球，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球，到现在已经踢

了六年了。”桑杰扎西告诉记者，他最擅长的是“踩单车过

人”。2019 年，他曾经代表墨脱县阳光足球队参加林芝市

举办的 U13青少年足球赛并帮助球队夺得第一名。

那是桑杰扎西第一次以球员的身份代表家乡在绿茵

场上驰骋，夺冠的喜悦激励着桑杰扎西继续勤学苦练。他

希望升入初一的第一个学期就能加入墨脱县 U15 青少年

足球队，开启新的足球之旅。

“我希望能够代表墨脱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桑杰扎

西告诉记者，县城中心的足球场比小学的球场好很多，希

望自己的球技越来越好。

足球队长的心声：
希望家门口有专业球场

桑杰扎西的梦想，正是墨脱人民热爱足球的一个缩

影。

“在墨脱，像桑杰扎西一样的球员还有好多。”阿旺朗

杰告诉记者，足球在墨脱几乎是全民运动，中小学男生大

多都喜欢踢足球。此前恒大足球学校首次到西藏招新，6

名体育苗子中墨脱占了两人。

阿旺朗杰是最早把足球运动带到墨脱的人之一。2002

年，刚从拉萨体校毕业的阿旺朗杰来到墨脱当一名专职体

育老师。那时候，县城里连一个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

为了让同学们认识足球，阿旺朗杰自己动手拿木料做

龙门，将一片仅 100 多平方米的空地作为球场。18 年过去，

昔日的足球老师成了墨脱足球的“元老”。这些年，他既当

球员，又当教练，带着墨脱县足球队南征北战，林芝市第九

届到第十四届“尼洋河杯”足球赛中，分别夺得 1 次冠军、2

次亚军、2次季军。

18 年过去，足球运动在墨脱备受追捧，墨脱足球队更

是成为西藏一支响当当的劲旅。可惜的是，县里仍没有一

个正规的 11 人制足球场，每次球队外出参赛，都要重新适

应赛场。“希望以后大家能在家门口专业的球场上踢球。”

阿旺朗杰说。

援藏“一号工程”：
打造墨脱新名片

桑杰扎西的梦想，阿旺朗杰的希望，离实现越来越近。

墨脱县城南侧，墨脱县公共体育运动基地项目正在如期

推进。该项目计划分3期，总投资5800万元，被列为第九批佛

山援藏工作组的“一号工程”。一期工程包括公共足球场及配

套设施，其中足球场预计今年底可竣工，未来还将陆续配套公

共综合体育馆等设施。届时，市民可以享受到高标准的足球

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射箭场等体育活动场所。同时，佛山援

藏工作组已经与恒大足球学校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包括恒大

足球学校拟在墨脱新建的公共体育设施挂牌青训基地，派教

练和管理人员到墨脱培训当地足球人才，以及提升墨脱县中

小学足球水平，优秀学员可以入选恒大足球学校等。

不久的将来，桑杰扎西与阿旺朗杰的队友们，就能在

一个全新打造的 11 人制足球场上酣畅淋漓地踢球，或者零

距离观看一流的赛事。

大 山 里 的 足 球 梦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本报通讯员 杨立韵

图为学生们在球场上踢足球。

本报记者 王珊 张猛 本报通讯员 杨立韵 摄

自治区为企业职工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本报拉萨9月16日讯（记者 王雪）

15 日，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文浩

来 到 拉 萨 市 城 关 区 两 岛 街 道 甲 玛 社

区、两岛派出所开展专题调研，看望慰

问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公安民警。

何文浩实地察看了甲玛社区综治

网 格 一 体 化 中 心 ，详 细 了 解“ 街 道 吹

哨、部门报到”机制建设和作用发挥情

况，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要求，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

创新相结合，抓住关键，突破难点，针

对群众诉求，提升社区服务管理能力，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社区服务管理

智能化。

何 文 浩 在 两 岛 派 出 所 召 开 座 谈

会，听取拉萨市公安局、两岛派出所关

于学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 精 神 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训 词 精

神、“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等情况汇报。

何文浩充分肯定了拉萨市公安机

关和广大民警对拉萨市乃至全区稳定

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精神，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训词精神，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

警，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忠诚警魂，严

格公正执法，聚焦新时代人民群众对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新需

求，护稳定、优服务、强能力、严警风，

着力锻造过硬公安铁军。一要把政治

建警作为立警之魂，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二要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牢

宗旨意识，始终做到心中有民；三要把

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确保辖区不出

事，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四要把法律纪

律作为必须严守的底线，坚持从严治

警，始终做到心中有戒。

何文浩在拉萨市城关区调研时强调

坚持政治建警 聚焦人民群众新需求

着力锻造过硬公安铁军

天刚蒙蒙亮，卓玛就开始起床忙活，

开始一天的生活了。

卓 玛 是 山 南 市 错 那 县 麻 麻 乡 的 村

民。2015 年，他们一家四口从山上搬迁到

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那年夏天，他

家开始开办家庭旅馆，淡季的时候，她会

编织一些传统竹器增加收入。心灵手巧

的卓玛还从网上学会了毛线编织，承接游

客定制的产品。卓玛说，光是依靠家庭旅

馆，他们家一年就可以收入大约 5 万元，加

上国家每年给予边境居民的补贴和自己

的手工产品收入、丈夫次仁加措做木碗的

收入，一年可以挣 10 余万元，而这样的收

入在当地很普遍。

像卓玛家一样的家庭旅馆，全村共有

49 家。此外，村里还开办了 5 家餐馆、6 家

茶馆、3 家特色产品销售点，大大增加了当

地群众的收入。

麻麻乡是山南市错那县西南部勒布

沟里 4 个门巴族乡之一，是勒布沟景区的

中心，沿山沟向南是中印边界，西南翻过

山就是不丹。这里海拔 2860 米，山上植被

茂密，郁郁葱葱，娘姆江穿村而过，流水潺

潺，是天然的氧吧。但由于地理位置偏

远，当地群众以前的生活并不富裕。

麻麻乡党总支书记褚寿龙说：“2014年

底，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建成，人居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2015年初，村民陆续入住。

如今，全村66户居民158人全部住上了新房，

其中最小的户型有两层，总面积166平方米，

最大的户型则有3层，总面积244平方米。”

“我们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褚寿龙告诉记者，“目前，村里每年

接待游客 5 万余人次。今年‘五一’期间，

49家家庭旅馆游客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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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9月16日讯（记者 王莉）

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会议，

学习中组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

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永奇

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永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 21 次集体学习时就深入学

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加强党的组织

建 设 指 明 了 方 向 、注 入 了 强 大 动 力 。

全区各级组织部门要按照中组部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和区党委要求，采取集

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

与交流研讨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等方式，不断把学习贯彻新时代党

的 组 织 路 线 引 向 深 入 。 要 对 标 对 表

“五个抓好”的基本要求，结合学习贯

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聚焦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严密党的组织体系、

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队伍、集聚爱国奉献各方面优秀人才、

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等工作，重点

抓好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整顿、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攻坚、军地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加强

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等任务，建立

台账、制定清单，逐项抓好落实。

陈永奇强调，要强化督促检查，加

强跟踪问效，推动各级党组织把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不断

开创西藏党的组织建设新局面，为建设

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陈永奇在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上强调

致力求真务实 埋头苦干实干

让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雪域高原落地见效

9 月 16 日，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的 2020 年

全国田径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

10000 米决赛中，西藏拉萨城投队选手多布杰

以 30分 02秒 67的成绩获得季军。

图为多布杰（704 号，中）在男子 10000 米决

赛中。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本报拉萨 9月 16日讯（记者 李梅

英）今年以来，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

通过细化工作措施，优化服务流程，明

确相关责任，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

就业作用。截至 8 月底，全区对依法参

加失业保险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159 名企业职工发

放技能提升补贴共计 22.9万元，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 1982%，其中区本级发放

技能提升补贴共计 20.8万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 1791%。

同时，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完

善信息化手段，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初

步实现了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网上

经办功能，加速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落

实落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