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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在拉

萨河谷的田地里，收割机穿梭不停，一派

繁忙的收获景象。

林周县是拉萨市农业生产大县。在

林周县强嘎乡曲嘎强村，饲草收割机和

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随处可见，先进

的农机具成为秋收的“主角”。伴随着机

器的轰隆声，记者走进了曲嘎强村的小

麦地里，半人多高的小麦长势良好，村民

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田间大

型联合收割机一字排开，待村民给驾驶

员献上哈达后，收割机便驶入小麦地里

开始收割，机器所过之处，留下了整整齐

齐的一捆捆小麦……

“我家今年种了 20 亩小麦、20 亩青

稞，小麦一亩能产 500 多斤、青稞一亩产

600 多斤。使用机械收割，既快捷又方

便，为我们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在罗

玛仓农机合作社里开收割机，这份工作

既能让我拿到工资，也能让我兼顾家里

的农活。”曲嘎强村村民查斯脸上堆满了

笑容。

村民们介绍说，如果大面积连续作

业，一台饲草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饲草

地 70 亩以上，一台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

机可收割 150亩地，一台机械相当于近百

名劳动力的工作量。农业机械逐步替代

了人工收割，效率大大提高了。

在 2020 年拉萨市第三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上，今年 55岁的堆龙德庆区古荣

镇加入村 3组组长顿珠荣获了“拉萨市十

佳农牧民”的称号。收集良种、驾驶机械

犁地、抓好田间管理……作为组长，顿珠

为全组村民一年的种植和收成费心忙碌

着。“今年，我们加入村 3组的秋收工作已

经开始 1 个星期了。全组 1000 多亩优质

品种青稞地实现了机械化耕种和收割，

预计再花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能完成

秋 收 工 作 ，产 量 也 比 去 年 有 明 显 的 提

高。”当了几十年农民的顿珠尝到了机械

化播种和收割的甜头。只需一个好晴

天，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就可将数千亩良

田中的饲草、青稞等一扫而尽。不仅农

作物能“一键”收割，就连打包也能同时

完成，原来每家持续近一个月的秋收，现

在半个月都用不了。全程机械化作业让

秋收跑出了“加速度”，成为秋季农业生

产的一道风景。

近年来，拉萨市不断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牧民劳

动 效 率 得 到 很 大 提 升 ，农 业 生 产 已 基

本 实 现 从 主 要 依 靠 人 力 、畜 力 向 主 要

依 靠 机 械 动 力 转 变 ，进 入 了 机 械 化 为

主 导 的 新 阶 段 ，粮 食 生 产 安 全 有 了 更

好保障。

各 乡 村 借 着 党 的 支 农 惠 农 政 策 春

风，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一些农民抓

住机遇，投资购买大型农机具，专门从

事机械化作业。曲嘎强村因势引导，借

助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把加快农业机械

化进程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

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从机器引进

推广到机手培训方面开展全程服务，从

而 加 快 了 大 型 农 机 具 的 推 广 力 度 。

2018 年成立的罗玛仓农机合作社刚开

始只有 6 台机械，现在固定资产发展到

了 700 余 万 元 ，拥 有 饲 草 收 割 机 、打 包

机、播种机、装载机等，大大解放了劳动

力。

“我们村 2020 年种植青稞 1900 亩、

小麦 1700 亩、油菜 500 亩、燕麦饲草 5000

亩。2018 年成立罗玛仓农机合作社以

来，不断整合项目资金，不断添置农业机

械，目前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服务。通

过全程机械化服务，我们村解决了地广

人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群众的劳动力

得到了解放。他们可以出村打工，实现

增收。”曲嘎强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先

亮说道。

拉萨市在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中，简

化 办 事 程 序 ，为 购 机 户 现 场 提 供 网 上

查阅、政策咨询等便捷优质的服务，通

过 广 泛 宣 传 ，把 农 机 购 置 补 贴 这 一 惠

民 政 策 做 到 家 喻 户 晓 。 同 时 ，把 农 机

购 置 补 贴 资 金 全 面 落 实 到 位 ，极 大 地

促进拉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整体推

进和全面提升。建立健全全市农机合

作 社 档 案 ，加 强 对 合 作 社 建 设 的 宣 传

和引导，通过成立合作社的方式，整合

农 机 资 源 ，利 用 现 有 和 吸 收 外 来 机 械

的 方 式 ，实 行 耕 、播 、收“ 三 项 作 业 ”全

程机械化服务。

满田的金黄颗粒归仓，农户家的庭

院里，原先的打谷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

视线，农业收割机械的全面出击，成为农

民秋收的得力助手，在迈向农业机械化

的进程中，科技兴农之路越走越广。拉

萨的农民在享受机械化给他们带来便捷

的同时，也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全是党和政府给予的，我一定不

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帮助，通过自己的双手，让生活变得越

来越美好。”曲水县才纳乡四季吉祥村 2组村民旦增坦言。

现年 34 岁的旦增原本居住在曲水县南木乡南木村 6

组，全家共有 7 口人，仅有 2 名劳动力，家庭经济状况困难。

2016 年 12 月，旦增作为易地安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搬迁至

四季吉祥村。

搬迁前，旦增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和打零工，

收入较低。“本来家里的收入就只能满足日常开销，我的一

场大病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欠了别人不少钱，

再加上 3 个孩子正在读书，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了。”旦增

说道。

挫折使生活变得糟糕，但并没有击倒旦增，通过勤劳

奋斗改变贫困现状，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一直是旦增

的信念。

旦增告诉记者，搬迁至四季吉祥村后，生活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生活、孩子上学都方便了好多。

“我记得没搬迁之前，每次小孩子上学都要走几个小时的

山路才能到校，现在好了，小孩去上学几分钟就到学校

了。”除此之外，曲水县对旦增一家进行了医疗援助。后

来经村“两委”班子研究决定，村里又为旦增的爱人次仁

安排了公益性岗位，一个月下来有 3000 元收入，加上旦增

自身原有的 3000 元月收入。2017 年，旦增一家的年收入

就达到了 7.2 万元。

在实现脱贫后，曲水县继续坚持帮助旦增从根本上脱

贫，做到脱贫不返贫，让他过上更好的日子，在一系列政策

帮扶的持续跟进下，旦增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

火，旦增真切地感叹道：“幸福生活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

过段时间，我把家里的事忙完了，就出去打点零工赚点钱，

提高收入，争取今年的收入比去年还要高。”

在每一个节假日，每一座城市中都

有 这 样 一 群 坚 守 在 平 凡 岗 位 上 的 身

影。当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时，

他们却放弃了节假日与亲朋好友团聚

的时光，奋战在工作一线，默默服务，辛

勤坚守，他们就是人民警察。

今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同在一天，阖

家欢乐之时，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各大

队民警在夜幕下，陆续开始在各重要路段

设置酒驾临检检查点，他们用自己的无私

奉献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当晚，在这群荧光背心的队伍中，

有一户“双警家庭”，他们是同行，亦是

夫妻；他们是战友，亦是亲人。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管理大

队副教导员沈春洁自 2002 年从警至今，

不记得有多少个节假日没陪在家人身

边。

匆忙吃完盒饭，已在娘热路执勤的

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东大队大队

长巴罗是沈春洁的爱人，自 2004 年从警

至今，每年都没能跟家人一起过年。今

年刚上小学的孩子，二人更是从未接送

过。

提及是否对家人有所愧疚，沈春洁

理了理警服说：“选择这份职业，身着这

身警服，我们必须不辱使命，肩负职责。”

沈春洁坚强的性格，深受母亲的影

响 ，同 为 民 警 的 母 亲 曾 是 她 儿 时 的 偶

像。

不幸的是在 2005 年，沈春洁的母亲

因公殉职，父亲退休后独居在成都，年

过古稀，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状的父亲是

她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

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爱情是“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而在公安队伍里，爱

情是聚少离多的酸楚，是不离不弃的坚

守。他们用爱支撑着小家，用责任和担

当捍卫着大家。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近日，

拉萨警备区官兵走街入巷、深入群众，

开展了主题为“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

梦”的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官兵们除了在人流量

较大的街头布置宣传展板，展出国

防基本理念、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

形势等内容外，还向来往民众发放

《国防教育法》《国家安全法》《兵役

法》等读本以及征兵政策解读手册，

并现场解读法规内容内涵，回答群

众对征兵工作的有关问题。

活 动 现 场 设 立 了 国 防 教 育 展

区、特色装备展区和志愿服务区，并

以视频形式展示国防和军队建设情

况。过往群众纷纷驻足围观，主动

参与，并表示会向身边人传递“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

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桑木村有位创业青年叫

次仁多吉。十几年前，他辞去了有稳定收入的工

作，专注传统藏香技艺，在创业路上，成就了自己的

精彩人生。

1999 年，次仁多吉从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毕

业，随后他来到布达拉宫从事导游工作。因为工作

原因，他结识了布达拉宫第十代藏香工艺传承人多

吉玉杰。对制作藏香产生浓厚兴趣的次仁多吉，辞

去了当时薪金丰厚的导游工作，开始前往各处拜师

求学，潜心学习藏香制作工艺。

为了能将藏香制作得更好，次仁多吉在西藏拉

萨市印度民间香客中心工作和学习了 4 年。2015

年，次仁多吉通过向银行贷款 20 万元，在桑木村创

立了供香云馨藏香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次仁多吉向记者介绍说：“现在市场上有很多

老牌藏香，我们需要面对很大的压力，但因为我们

的 配 料 纯 正 、工 艺 娴 熟 ，还 是 受 到 了 消 费 者 的 青

睐。”

当谈起创业经历时，次仁多吉回忆道：“创业初

期面临的困难太多了，资金、技术、资源、宣传等，好

在我处在一个好时代，国家不仅大力提倡创新创

业，而且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我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次仁多吉在堆

龙德庆区人社局和“双创”办的帮助下，前往内地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

方式，并获得 45 万元的设备扶持金，还被推荐参加堆龙德庆区产品展销会，通

过在展销会上的崭露头角，帮助他的藏香品牌打好市场基础，做足了品牌宣

传。

如今，次仁多吉的合作社收入趋于稳定，次仁多吉想带动更多的村民加

入自己的合作社，向有兴趣的村民免费教授制香方法，让附近村民和自己一

样，靠自己的双手实现致富。“藏香不仅对各种疾病有缓解作用，还能净化空

气，希望通过我们这一辈的努力，让传统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次仁

多吉说。

机械化让秋收跑出“加速度”
— 拉 萨 市 科 技 兴 农 之 路 越 走 越 广
本报记者 裴聪

本报拉萨讯（记 者 刘斯宇）近

日，记者从拉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为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要求，

为 市 场 主 体 公 示 营 业 执 照 提 供 便

利，方便群众办事创业，市场监管总

局设计开发了电子营业执照亮照系

统，所有电子商务经营者都要进行

“网上亮照”。

电子营业执照，是由市场监管

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

统 一 标 准 规 范 核 发 的 载 有 市 场 主

体登记信息的法律电子证件，与纸

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

市 场 主 体 取 得 主 体 资 格 的 合 法 凭

证。

据悉，电子营业执照亮照系统

主要面向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网上

亮 照 ”服 务 ，系 统 功 能 包 括 亮 照 申

请和亮照信息管理两方面，拉萨市

市 场 主 体 使 用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登 录

亮 照 系 统（https://xzlz.saicjg.com），

按系统提示输入亮照信息后，系统

即 生 成 该 市 场 主 体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的 展 示 链 接 和 标 识 图 标 。 市 场 主

体 将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展 示 链 接 及 图

标嵌入网页，便可实现营业执照网

上 自 主 公 示 。 社 会 公 众 点 击 网 站

上 公 示 的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亮 照 图 标

可 对 该 市 场 主 体 的 营 业 执 照 进 行

真伪查验。

拉萨市推行电子营业执照亮照系统

拉萨警备区

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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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春洁和巴罗：

“双警家庭”的小家与大家
本报记者 鹿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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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净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该县唐加乡和工卡镇

群众种植的饲草进行收购，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2020 年是该公司首

次大规模收购群众饲草，共计收购 131 户群众的饲草 491560 斤，平均每户增收

达 4503元。

图为收购饲草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2017 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镇加木村致富带头人边巴，在堆龙德庆区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加木

村村委会在本村辖区内创办菜籽油加工厂。该项目建成后，加工厂从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收购优质菜籽，生

产无公害非转基因菜籽油，共吸纳 14名本村低收入群众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6000元。

图为工人在加工厂车间操作生产。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能人带动谋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