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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

亚卡亚村“摩托车联防宣讲队”宣讲员石觉

在走村入户宣讲时说，如今，全村村民勤劳

致富的观念已不断加强，自觉参与边境防控

的热情不断高涨，亚卡亚村村民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越来越坚定。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认

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给卓嘎、央宗两姐妹的回

信精神，结合西藏实际，明确提出了大力实

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

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据了解，2018 年亚卡

亚村实现脱贫摘帽，2019 年人均收入增长至

12100 元。同时，通过扶贫易地搬迁、边境小

康示范村建设，全村 125 户全部住上新房，

523人全部喝上安全饮用水。

增强公民意识，争做神圣国
土守护者

亚卡亚村作为边境村，全村村民把守边

护边作为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全国劳模获

得者石觉 1997 年自愿加入昌果乡边防派出

所，协助边防进行边境巡逻，并于 1999 年接

受了专业边防培训。在参与守边护边工作

的 17 年里，他走遍了 105 公里边境线的每一

寸土地。“我是亚卡亚村的一员，守疆护土是

我的职责，尤其是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卓

嘎、央宗姐妹的回信后，让我备受鼓舞，更加

坚定了我守边护边的信心和决心，更加觉得

自己工作的神圣。”石觉告诉记者。

为发扬爱国守边传统，亚卡亚村立足边

境实际，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的带

领下，全体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到边境防控工

作中，以各山口放牧为契机，自发组织巡防

队伍开展巡防工作，形成了“村村是堡垒，户

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生产是执勤，放牧是

巡逻”的边境管控格局。为了进一步加大护

边工作的宣传力度，村“两委”班子成员带

头，组建了一支 27 人的“摩托车联防宣讲

队”，并邀请边防派出所官兵担任政治辅导

员，以护边联防队员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

范、村“两委”委员石觉为先进典型，将宣讲

活动覆盖到所有边境一线执勤点及各山口，

引导村民增强“五个认同”，共同维护祖国边

境安全。

经过“摩托车联防宣讲队”队员们的不

懈努力，亚卡亚村最终成立了一支由 75名党

员群众组成的护边联防队。联防队员利用

自家摩托车，自掏腰包解决燃料，每天 3人一

组，形成边巡逻边宣讲的工作常态，筑起了

一道边境“保护网”和“防护墙”。

坚持自力更生，争做幸福家
园建设者

在全区大力实施“神圣国土守护者、幸

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决策

部署之际，亚卡亚村以决战脱贫攻坚的决

心，积极融入“霍尔巴羊”经济圈，着力抓乡

村经济“质、效”建设，努力在草、畜上做文

章。为了使草、畜规模化发展，村党支部积

极发挥“领头雁”和“火车头”作用，成立了亚

卡亚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村级产

业，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据了解，养殖合作

社注册资金 352 万元，其中，群众入股 236 万

元，占 67%；现有社员 127 户，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29 户 103 人，2019 年实现累计分红

7.14万元。

作为合作社理事长的旺堆桑布已年近六

旬，为了建设自己的家乡、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他全身心扑在合作社上，即使患有严重风

湿病、高血压、肺炎、多血症等多种疾病，也阻

挡不了他发展壮大合作社的决心，在腿脚行

动不便的情况下，他常年行走在各个牧场，多

次因过度劳累导致病发而住进医院。老伴拉

珍多次劝他申请辞退合作社理事长职务，然

而旺堆桑布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

自己，他说：“身为一名党员，就要以身作则，

就要时刻想着老百姓的事，就要让群众拿到

更多的分红，只要我还能站起来，我就要努力

带领大家致富，争做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据

了解，目前合作社存栏牦牛 294头、绵（山）羊

4077 只。2019 年，合作社盈利 13.4 万元，分

红 7.14 万元，包括 29 户贫困户在内的 117 户

牧民实现了增收。

自 2018年以来，在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

水渠建设、提供畜草种子的前提下，群众自

筹资金 9 万元，在不破坏原有草场的基础

上，坚持自流水灌溉、降低种植成本，鼓励群

众大力使用荒滩荒地，实施了近 960 亩的人

工种草项目，实现现金收入 10 万元，初步形

成了“饲草种植+饲草营销+养殖基地+边贸

出口”一体化的产业格局。

增强内生动力，争做乡村振
兴先行者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吴

英杰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亚卡亚村按照萨

嘎县“集中放牧、转移劳动力”的原则，坚持

从改变牧区传统粗放、散漫的生产生活方式

着手，成立了亚卡亚村劳务输出合作社，引

导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努力增强亚卡亚村

内生动力，争做乡村振兴先行者。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亚卡亚村实现劳务输出 198 人

次，累计收入 66.68万元。

——2016 年，家庭人均收入 2920 元，劳

务输出收入 0元；

——2017 年，家庭人均收入 7605 元，劳

务输出收入 13810元；

——2018 年，家庭人均收入 15450 元，

劳务输出收入 35000元；

——2019 年，家庭人均收入 32581 元，

劳务输出收入 89000元。

以上数据是亚卡亚村村民次巴从建档

立卡贫困户奔向富裕户的历程。次巴家中 4

口人，2016 年被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教育引导

下，次巴消除了“等、靠、要”思想，从一个依

赖党和国家政策来维持生计的“懒汉”变成

了勤劳致富的带头人，并于 2017年退出了贫

困户行列。

为了不断增强群众的内生动力，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班子坚持让利于民，在村合

作社挂牌实施统购统销工作，将畜产品统一

收集销售。同时，将群众所需生活用品从市

区统一购买，并以低于当地市场的价格进行

出售，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自

合作社组建以来，通过 5次统购统销，实现销

售总收入 32 万元，为群众节约经济成本 10

多万元。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特

别 是 在 自 治 区 财 政 厅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大 力

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党中央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心关怀。现在，

我们村拥有多种产业，并且规模还在不断

壮 大 ，以 前 产 业 运 营 模 式 比 较 传 统 ，产 业

形 式 单 一 ，现 在 有 了 养 殖 、畜 产 品 、饲 草 、

超 市 等 等 。 我 们 有 信 心 把 我 们 村 产 业 进

一 步 壮 大 ，给 老 百 姓 创 造 更 大 效 益 ，实 现

产 业 兴 村 的 目 标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贡 嘎 介

绍说。

在亚卡亚村 960 亩的人工种草基地上，

村民们春来播撒种子，夏来浇灌除虫，秋来

收割打捆，冬来翻土施肥，努力践行着神圣

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和乡村振兴先

行者的使命与担当。

“ 以 前 完 全 不 敢 去 想 如 今 的 生

活 ，没 想 到 ……”说 起 自 己 生 活 的

变 化 ，江 达 县 德 登 乡 东 北 部 的 仁 真

都 村 村 民 扎 西 激 动 不 已 ，他 告 诉 记

者 ，以 前 他 们 家 没 有 固 定 收 入 ，自

从 在 奇 崛 摩 托 车 修 理 店 学 会 了 汽

修 技 术 后 ，自 己 也 在 江 达 县 城 里 开

了 家 汽 修 店 ，生 活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扎西的例子只是仁真都村群众

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江达县自精

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逐渐摸索出了

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实施了扶志、

扶智、凡和力扶、凡勤必扶的“四扶激

励”工程，由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个儿

想项目、找出路，通过“以点带面、以

小促大”的扶贫项目扶持，引导群众

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不

断激发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有效激发贫困群众勤劳致

富的原动力。

2018 年，嘎玛翁扎作为仁真都村

党支部书记，在了解到县政府全面启

动“四扶激励”工程后，为引导教育村

民积极投入到脱贫行列中，他主动提

出了想要开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想

法。经过村乡县的层层审核后，他的

奇崛摩托车修理店成为了全乡首家

摩托车修理店。随着店里生意的逐

渐兴隆，村子群众也看到了希望，越

来越多的村民也主动加入到“四扶激

励”工程中。

说起“四扶激励”工程，同是受益

者的扎西嘎达脸上顿时露出了淳朴

的笑容：“我们康雄唐卡绘画制作销

售店 2015 年的收入是 20 多万元，自从

县里实施‘四扶激励’工程以来，我们

的销售额逐年提升，去年达到了 100多万元。”

据了解，2018 年，县委、县政府投入党建扶持资金 25 万元扩

建了康雄唐卡绘画制作销售店，招收学生 30 余人，其中带动仁

真都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6 户 6 人，在解决群众就业、助推群众增

收致富上起到了积极的带动性作用。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村民的腰包鼓了，通过“四扶激励”工程

的实施，村子里的藏医诊所也步入了正轨。

诊所医生汪布泽仁告诉记者：“我的医术是跟家里人学

的，已经传承了四代。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不仅给

我 提 供 了 就 诊 场 所 ，方 便 群 众 就 医 ，还 给 我 提 供 了 资 金 扶

持。我有信心为乡亲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前我们村里没有固定的诊所，看病非常不便。现在好

了，我们村有了固定的诊所，一生病马上就可以得到医治，感谢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才让我有了现在这么幸福的生活。”前来看

病的村民布西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藏语意为“美丽山脚”的村子里，村民们在“四扶激励”

工程的帮助下，创新探索出以“致富带头人+贫困户”为模式的

发展思路，打造奇崛摩托车修理店、康雄唐卡绘画制作销售店

和藏药藏医诊所等综合性产业扶贫项目 7 个，获得党建扶持资

金 45 万元，仁真都村 18 户 29 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也依靠“四扶

激励”工程全部实现就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直以来，卡若区紧紧围绕保护

生态环境，将其与促进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紧紧结合在一起，

走出了一条“林农共舞”，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脱贫道路。

今年快 50 岁的布西，是卡若区城关镇生格村人。通过在林

业产业山杏种植基地务工，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更希望能通过

自己的勤劳双手，加快走上致富路。

2020 年，总投资 5940 万元的卡若区林业产业山杏种植基地

投入使用，项目地点分别在埃西乡蒙普村和卡若镇左巴村，建

设面积 3255 亩。在建设过程中，先后吸纳当地群众 2600 人次参

与投劳，实现劳务增收 99万余元。

位于俄洛镇约达村的青贮玉米种植基地，是卡若区众多饲

草料基地之一。该基地属于昌都市标准化奶牛养殖场，养殖场

负责人唐建益介绍说：“养殖场按每亩 1200 元的年租金租用了

当地 1100 亩土地，并按保底价格收购饲草。与种青稞相比，种

植饲草料的经济价值高出 5 倍以上，每人每年可增收 3000 元至

5000元。”

近年来，卡若区依托各大型标准化养殖基地，大力实施青

贮玉米种植等项目，将群众牢牢“粘”在产业链上。2020 年，在

俄洛镇、沙贡乡、日通乡等地，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了 5000

亩，实现土地流转增收 450 万元。截至今年 7 月底，已吸纳乡镇

群众就业 500人，就业增收 120万元，人均增收 2400元。

洛巴是俄洛镇郎达村村民。今年，他通过种植青贮玉米，

收入比去年增加了一倍。面对丰收的喜人成果，洛巴十分满

意。他希望今后能通过扩大青贮玉米种植规模，加快实现增收

致富。

除了山杏和青贮玉米的种植外，卡若区还有更多绿色产业

正蓄势待发。2020 年，卡若区林业产业重点经济林项目总投资

达 900万元，项目位于埃西乡蒙普村，建设面积 280亩，种植各类

经济苗木 14349 株，桃树、梨树、李树、苹果树种类繁多、长势良

好。项目稳定带动当地群众 12 人就业，实现劳务收入 10.23 万

元。

重头戏是总投资达 3333 万元的卡若区林业产业林木种

苗基地。基地位于埃西乡蒙普村，占地面积 651.03 亩，种植

云杉、金叶榆等各类苗木 53 万余株。截至目前，该基地带动

周边贫困户实现劳务、土地流转、易地分红等收入共计 215 万

余元。

下一步，卡若区将加强与种植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的合

作，共同做好后期田间的管理工作、收割的各项统筹工作以及

销售渠道的拓展工作，为“丰收丰产”提前谋划，决心让“林农共

舞”的节目一直上演，共同迎来农牧民群众的幸福春天……

2020 年春节，工布江达县工布江达镇阿

沛村村民见到了老熟人小刘。小刘全名为

刘尚志，曾是阿沛村 2018年的驻村干部。受

疫情影响，原驻村工作队队员未能及时返

岗，他被选派在春节期间暂代驻村。其实在

他心里，早已把这个村子当成了家，当成了

挂念一生的“故土”。在村民一声声“小刘”

中，往事涌上心头……

那一年的川藏线奔波着这样一群人，他

们骑着摩托车穿梭于黑夜、雨天，踏过白雪、

引来初春，他们穿过一个个自然村，靠着摩

托车为身边的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工布江

达县阿沛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刘尚志便是

这支“摩托队伍”中的一员。

“小刘开会讲得挺好的，我们老百姓都

觉得他讲话有道理，大伙儿都喜欢他。”村妇

女主任德庆旺姆如此评价在村里开学习会

的他。刘尚志心里明白，开会不应只是照本

宣科，要擅长拿身边的例子做教材，老百姓

才能更好地接受。

为鼓起贫困群众的“钱袋子”，“摩托小

刘”决心攻下村里脱贫攻坚最后的“山头”。

嘎旦是阿沛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在阿沛村

东边的半山腰上，不便捷的交通导致嘎旦自

然村党建工作较为薄弱，扶贫工作难以开

展。“必须改变现状，只有把党建抓好了，老

百姓听党话、跟党走，脱贫的路才更宽。”刘

尚志骑着那辆铃木摩托，跑遍了阿沛村的每

个角落，不仅带领嘎旦村的党建工作步入正

轨，还出色地完成了阿沛村党建意识形态工

作，受到市县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谈起当

时的场景，嘎旦村村民打趣说：“一听到村文

化室院子里摩托车熄火的声音，我们就知道

是小刘开车上来了。”

“ 在 小 刘 驻 村 一 年 到 期 回 到 原 单 位

后，他心里就像惦记自己的故乡一样惦记

着 阿 沛 村 ，经 常 回 来 看 看 、关 心 着 家 乡 的

建设，始终记挂着村里的发展。”阿沛村党

支部书记说。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

刘尚志驻村笔记的前言。作为一个初到的

大学生，刚下派到阿沛村时，为了融入百姓，

他穿着“老土”的衣服，学习说藏语，尽心尽

力帮助村民，在群众尤其是贫困户眼中，他

早已成为“自家人”。“如果为了舒服和安逸，

我就不会来到这里。”在阿沛村的一年里，他

靠着一双腿和一辆摩托车跑遍了阿沛村，对

全村 93 户的情况了然于胸。那时贫困群众

常说：“工作队有个穿着蓝棉袄的小刘，他天

天在村里转，乡亲们有事就去找小刘。”

一年多的驻村生涯，他骑着这辆摩托跑

项目、建村庄、寻发展，为阿沛村的发展建设

添砖加瓦。阿沛村起初旅游事业发展得很

好，是工布江达县最早吃上“旅游饭”的村

子。但自从林拉高等级公路绕过阿沛村，该

村旅游业绩便逐渐下滑，刘尚志意识到吸引

回客源是当务之急，便和村干部积极发动群

众、寻找资金。经过一年的努力，村内硬件

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阿沛村 35家农家乐和

15 家家庭旅馆全部完成改造，露天式响箭场

改造成封闭式响箭场，并成立了妇女手工艺

品加工厂。如今，慕名而来的游客增多了，

阿沛村的特色产业又“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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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卡若区：

“林农共舞”群众致富
本报记者 陈志强

扶贫路上的“摩托小刘”
本报记者 胡文 王珊 张猛

饮水思源头 致富感党恩
—萨嘎县昌果乡亚卡亚村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杨小娟

亚卡亚村“摩托车联防宣讲队”开展宣讲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杨小娟 摄

亚卡亚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组织群众开展羊毛初加工。

本报记者 杨小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