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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再见，书记。”

忙 完 一 天 的 工 作 ，赤 列 旺 堆 告 别 群

众，拖着一瘸一拐的腿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夕阳的映射下，他的身躯却显得更加高

大。

时间拨回到 2012 年 12 月 15 日，时任

八宿县瓦乡党委书记的赤列旺堆在和同

事到村里兑现惠民资金途中遭遇山体塌

方，他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从此左腿残

疾。

赤列旺堆出生于 1972 年，1995 年参加

工作。参加工作后，他一直工作在基层，

先后在然乌镇、瓦乡、林卡乡担任司法特

派员、政府乡长、党委书记等职务。2016

年 4 月，因其身份为聘用干部，组织决定按

规定将其调整到林卡乡冷宜村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兼任驻村工作队队长。对此，

他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在瓦乡工作的 13 年，赤列旺堆一心为

群众，骑马翻山走遍每个自然村。哪村哪

户家里几个人、几头牛、几亩地、收入如

何，他都如数家珍。

“对群众总是笑呵呵的，对干部要求

非常严格。”赤列旺堆以前的同事这样评

价他。

而群众对他的称呼都是“书记”。

与“ 夏 里 三 乡（夏 里 乡 、拥 巴 乡 、瓦

巴乡）”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十几年的赤

列旺堆，在干好冷宜村党支部书记各项工

作的同时，仍然心系“夏里三乡”群众。当

他得知政府计划对“夏里三乡”实施整乡

搬迁的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向组织请求

加入到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中去。

他说：“我在‘夏里三乡’工作时间长，

群众基础好，他们也信任我，做群众工作

我在行。别看我腿瘸了，干一点工作还是

没有问题的。趁现在还能贡献自己的力

量，只要组织需要，我随时可以上。”

2017 年 ，考 虑 到 赤 列 旺 堆 工 作 经 验

丰富、威望高，组织决定让他兼任县易地

扶贫搬迁专项组副组长。“夏里三乡”群

众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故土，部分年迈老

人恋土情节较浓，对整乡搬迁存在抵触

情绪。

赤列旺堆主动请缨，带着组织重托，

再 次 回 到 他 工 作 了 十 几 年 的“ 夏 里 三

乡”。在进村入户宣讲过程中，他逐一入

户与不愿搬迁的老年人拉家常、讲政策、

谈搬迁后的美好生活。群众一看是阔别

多年的老书记回来了，顾虑也便消除了一

大半。最终在专项组的共同努力下，“夏

里三乡”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部自愿签

署了搬迁协议。

2018 年，“夏里三乡”搬迁工作开始启

动。搬迁人数多、路途远，途中极易出现

各种突发状况，赤列旺堆主动承担重任。

他说：“路途我熟悉，我来护送群众搬迁，

保证完成任务。”

在认真分析研究路况后，赤列旺堆协

调各方力量，制定完善的搬迁计划和应急

预案，前后 11 次往返“夏里三乡”，安全的

将 470 多户 2600 多名群众搬到了八宿县乃

然易地扶贫安置点。

搬迁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了很大变

化，煤气、电器、抽水马桶、宽敞明亮的楼

房等对他们来说都是稀罕物，对这些“洋

玩意”的使用，成了群众的大难题。

为此，赤列旺堆和其他同事经常深入

群众家中，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群众如何

使用煤气、电视机、电饭煲、电磁炉、抽油

烟机、洗衣机、抽水马桶。

搬到新家后，群众环保意识不强，没

养成主动打扫卫生的习惯。他就从小事

做起，主动带头捡垃圾、扫地、给树木浇

水。

两年时间过去了，“夏里三乡”搬迁群

众在赤列旺堆的影响下已经养成了很好

的生活习惯并一直保持至今。

2019 年 ，八 宿 县 西 巴 易 地 扶 贫 安 置

点项目全部完工，赤列旺堆再次挑起涉

及 全 县 11 乡 镇 600 多 户 群 众 的 搬 迁 重

任，并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工

作至今。

“桑荣乡绰雄村的老党员罗桑，一直默

默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在曾经的经济贫

村、资源穷村、人口小村绰雄村，用心用情帮

扶就困。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作为一

名普普通通的牧民，他捐款捐畜累计 11 万余

元，尽自己所能带动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脱

贫摘帽，先后获得‘致富带头人奖’、脱贫攻

坚‘突出贡献奖’等荣誉。”在聂荣县扶贫办

主任高世忠引荐下，记者一行来到绰雄村罗

桑家，了解这位致富带头人的扶贫事迹。

聂荣县桑荣乡绰雄村位于聂荣县中西

部，2015 年底全村 78 户 318 人，脱贫攻坚初

始，经精准识别贫困户 24 户 81 人，贫困户占

全村人数的 30%。

当时，罗桑家中只有 2 名劳动力，还供养

着 3 名大学生，全家收入单纯依靠放牧，生活

很拮据，但他从未想过让孩子辍学，“再苦不

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肩上有重担，

心中有责任，即使在寒冷的冬季，罗桑也总

是迎着凛冽的寒风坚守在草原上。

虽然自家的经济压力较大，但有着大爱

的罗桑对身边人的生活也很关心，“和以前

相比，我们家的日子好太多了，这些变化都

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帮助，要不是国家的好政

策，我可能还得饿肚子，我的孩子们也可能

上不了学，看到别人生活困难，我心里很难

受，我想让身边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在 2015 年底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启动时，

罗桑开始了他的帮扶之路，在得知有的贫困

户致贫原因是缺乏牲畜后，他毫不犹豫地从

家中为数不多的牲畜中捐出 3 头牦牛给贫困

户，并鼓励贫困户，“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习

惯穷，有困难找我，虽然我不富裕，但只要你

们开口我就会想办法帮助你们，我就是你们

的家人”。

脱 贫 攻 坚 正 式 开 始 以 后 ，罗 桑 干 劲 更

足、热情更高，在脱贫收入核实时，他主动认

领了一户脱贫难度较大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作为帮扶对象。

“人民选我当干部，我要全心为人民”，作为“双联户”联户长的罗

桑还总是打趣地说，“不要拿联户长不当村干部，联户增收、联户平安，

每样都很重要。”就这样，他又向本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捐助了 3 头牦

牛。在罗桑的倾情帮助下，2016 年核算时，罗桑对口帮扶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率先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达到了脱贫标准。

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期，走村入户成为罗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

泥泞道路上、在风雪中、在草原地头随处可见他单薄的身影。50 多岁

的他由于操劳，脊背日益佝偻，腿脚不再灵活，但他的目标确定，他想

让村民早日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任何风雨都没能动摇他的决心，

小小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走访时各家各户的现状，哪家收入低来源少、

哪家劳动力多需就业、哪家草场广可养殖等等，全都写在纸上、记在心

头。

为改变贫困户“等靠要”思想，解决贫困户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2017 年，罗桑作为一名“四讲四爱”宣讲员活跃在基层，在引导群众树

立就业脱贫观念的同时，他主动对接项目建设施工方，多次沟通协调，

输送 10 名村民投工投劳，创收 15 万元；为解决贫困户经济基础薄弱问

题，罗桑号召村里富裕户积极投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开展了以“邻里守

望、关爱互助”为主题的帮扶活动，将捐助的 7 头牦牛分发给建档立卡

贫困户育肥，提高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经济基础，实现了可持续增收；

在“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他主动捐助 1500 斤青

稞、3 箱菜籽油给 3 名残疾人士，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保障；为解决自然村

道路出行难问题，在道路维修经费不足时，罗桑又一次带领本村富裕

群众开展捐款行动……

“一日入党，终身奉献。”罗桑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完全投入到了脱

贫攻坚工作中。在 2018 年乡政府组织的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

园建设者”为主题的捐款活动中，罗桑果断捐出 51 只绵羊给全乡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助推全乡脱贫攻坚奉献自己的力量，也赢得了无数好

评。

2018 年底绰雄村实现全部脱贫，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罗桑脸上

的笑容多了，话也多了起来，他说要继续带领乡亲们奔跑在小康路上。

索多西辣椒产于芒康县索多西乡。2007 年，芒康县通过扶持当地民营企业，成立了西藏农牧

业龙头企业芒康县绿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式，探索出了“六个统一”

辣椒工艺化生产流程。截至目前，芒康县种植索多西辣椒达 2000亩，2019年产量达 1500吨，实现产

值 500 余万元，带动种植户 246 户 1776 人增收，户均增收 2.5万余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04 户 606

人。

图为群众收获辣椒后的喜悦。 本报记者 陈志强 摄

索多西辣椒种植——

让日子“红”起来

心 系 群 众 的“ 书 记 ”
本报记者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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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许 乡 位 于 芒 康 县 南 部 ，距 离 县 城

142 公里，平均海拔 2200 米。它坐落于澜

沧江边，与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隔江而

望。

木许乡的优势和劣势清晰可见。

劣 势 是 作 为 纯 农 业 乡 ，人 均 耕 地 约

0.75 亩；林地面积大，但林下资源的采集收

入几乎为零；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以青

稞、小麦、玉米为主，缺乏经济作物。

优势是紧靠云南，海拔低，澜沧江边，

地域优势、气候优势十分明显。

如何扭转劣势，变地域优势、气候优

势为资源优势，是当时木许乡党委、乡政

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长期以来，木许乡因人多地少，大多

数劳动力在致富带头人的带领下外出务

工。据统计，外出务工的村民占全乡劳动

力的 90%以上，剩下不到 10%的劳动力及

妇女、老人、小孩。

如何带动留在乡里的群众也是摆在

乡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除了发展非密集劳动力、投入少、见

效快、风险低的特色产业，别无他路。

俗话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木许乡的地域优势，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

气候。澜沧江穿境而过，峡谷深切造就了

干热的河谷气候，这种气候特别适合种植

“黑珍珠”。

成立于 2009 年的西藏芒康县藏东珍

宝酒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葡萄酒酿造及

销售，给木许乡带来了发展葡萄产业的优

势。

2013 年，木许乡在县农业农村局的大

力支持下，依托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并结

合市场行情、贫困户自身能力，通过“政府

扶持+农户种植+企业收购”的运营模式，

大力发展见效快、收益稳定的特色种植产

业“黑珍珠”酿酒葡萄，并与西藏芒康县藏

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

接下来的重点是，如何让种植青稞、

小麦、玉米的传统思想较重的农户，转型

农作物，在耕地里种植葡萄。

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两

三天动员就可以让农户接受的。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参与种植葡萄，木

许乡木许村村委会主任格桑次仁率先作

示范，在自家的全部耕地上种植葡萄，并

拿到了第一笔补偿金。

随后，木许乡的其他农牧民党员也依

次加入了种植葡萄产业。在示范带动下，

群众开始陆续报名登记种植葡萄。截至

2019 年，全乡葡萄种植亩数共计 1019.29

亩，种植户数 211户 1251人。

“ 无 工 不 富 ”，如 果 没 有 像 样 的 产

业，脱贫致富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只

有把葡萄产业做大做强，才能实现增收

脱贫。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木许乡结合“三

基”建设，充分发挥边界党建的作用，与佛

山乡互鉴互促。邀请佛山乡“田秀才”，把

葡萄种植技术传授给木许乡群众，从课堂

到实践操作、从葡萄冬季管理到秋季管

理，把每一阶段分时段如何管理一一讲述

给群众。

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向巴德勒的话来

说：“把青稞种植能人变成葡萄种植能人，

把贫困户转变成脱贫户。”2015 年，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时，他家人均收入不足

2300元，如今仅葡萄收入就达 3万元以上。

据 统 计 ，木 许 乡 2019 年 葡 萄 总 产 量

354034.9 公斤，总收入 178 万余元，种植户

户均增收 8389.45元。

除了发展葡萄产业，木许乡还盯上了

蜜蜂养殖业。

木许乡有一定的养蜂历史，虽然养蜂

能带来不少收益，但是部分群众不转变观

念，对养蜂产业有一定的偏见。

为了打消群众对蜜蜂养殖的偏见，木

许乡各村“两委”班子在乡党委、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积极深入各村海拔高一点的村

民小组中，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蜜蜂养殖。

为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政府除投资

购买蜂箱外，还聘请当地养蜂能手次仁等

人，现场指导养蜂技能，并且把养殖风险

评估数据、市场前景等一一作了详细宣

传。

自 2013 年来，在木许乡及各村“两委”

班子不断说服及鼓动下，全乡蜜蜂养殖户

年年增多。且在木许乡党委、政府每年定

期指导培训下，蜜蜂养殖户养蜂技能不断

提高，每年蜂蜜产量也不断增加。

立足“政府扶持+养殖户养殖+企业收

购”的运营模式，木许乡积极与重庆尘外藏

家蜂蜜有限公司联系，拓宽销路。2019年，

仅通过重庆尘外藏家蜂蜜有限公司收购的

蜂蜜，蜂农现金收入就达到 36 万余元。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20户，户均增收 5107.2

元，尚未包含蜜蜂养殖户自销收入。

目前，木许乡的蜂蜜产量远远不够市

场需求，为提高蜜蜂养殖户产蜜量，重庆

尘外藏家蜂蜜有限公司承诺，每年定期给

养殖户指导培训，并捐赠了部分蜜蜂养殖

设备。

下一步，木许乡将继续做好产业脱贫

政策宣传工作，让群众持续转变观念，转

型农作物种植葡萄、康巴蜜桔、苹果等经

济林木，大力发展旅游业、养殖业，走产业

脱贫致富路。

芒康县木许乡群众依靠葡萄和蜂蜜产业富了起来—

产业扶到户 致富有门路
本报记者 陈志强

巴青县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督导检查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按照《关于开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实施方

案》要求，近期，巴青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扶贫办工作组深入 10 个乡镇，

通过实地察看、访谈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对各乡镇脱贫攻坚领域问

题整改情况、“五大”工作、边缘户动态监测及帮扶情况、拆旧复垦和

“十四五”规划及 2021年扶贫开发项目申报等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

督查组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进行了反馈，要求各乡镇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限时整改到位，着力解决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问

题，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确保同全国一道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据悉，自 2019 年底，巴青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居）全部退

出以来，各乡镇严格按照“四不摘”、巩固提升要求开展各项工作，脱贫

攻坚工作有效推进。

西藏长荣娜秀制衣有限公司

坚持产教融合 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2019 年 12 月，西藏长荣娜秀制衣有限公

司积极响应浙江产业援藏号召落地那曲市比如县，坚持产教融合，有

效助力扶贫工作。

该公司贯彻校企结合，致力于产业工人培训，在比如县职校内开设服

装设计专业班，截至目前，已进行了300人次的农牧民服装技能培训；该公

司还紧随电商发展潮流，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对17名大学毕业生先后进行

电商卖手、电商美工、货物配送以及售后服务等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录

用了13名学员，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在发展的同时，该公司不忘肩负

社会责任，在录用的75个缝纫产业工人中，包括孤儿2名、贫困户9名。

下一步，该公司将不断扩大产能规模，在职校内持续开设服装设

计班，在内地技师进行服装技能培训基础上，引进具备“教师资格证、

本科文凭毕业证”双证的文化课老师进行授课，全面助力比如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