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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

发 展 农 业 农 村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回望“十三五”，曲水县积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创新推动农业农村综合改

革，切实破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障

碍，激发了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一

个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生

活富裕、治理有效的新农村逐步建成，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朝阳产业，农村成

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民幸福感

满满。

产业兴旺致富忙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

富裕是根本。“十三五”以来，曲水县对

乡村振兴工作展开深入研究，以南木

乡江村为试点，按照“一业主导、多业

发展”的思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

力发展蔬菜产业，统筹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自 2005年起，曲水县江村便开始着

力打造“蔬菜村”，到 2019 年，全村蔬菜

大棚规模已由最初的 500亩增长到 1700

余亩，蔬菜品种达 40 余种，年产蔬菜达

2000万斤，预计年产值可达 4000万元。

“ 重 农 固 本 是 安 民 之 基 、治 国 之

要。作为试点的江村，它的发展更是

关系着曲水县以后的发展，我们引进

曲水净植茂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

施‘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建

成果蔬交易市场、成立蔬菜协会，并发

展蔬菜生产、净菜加工、保鲜冷藏、配

送销售等蔬菜延伸产业，带动群众全

产业链参与蔬菜产业发展。”曲水县副

县长侯静华说。

从江村出发，沿着 318 国道前行，

穿过才纳大桥，再前行一段距离，高速

路旁，曲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就在不远处。近年来，曲水县立

足现代农业县实际，围绕打造净土健

康产业升级版，分期分批打造才纳园

区，一期 A、B 园区已建设完成，二期园

区正在加快打造。

侯静华说：“为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发展，曲水县将净土健康产业园与小

城镇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起来，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下转第二版）

幸 福 乡 村 入 画 来
—曲水县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综述
图/文 本报记者 刘斯宇 卢文静 格桑伦珠

图为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全貌。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凭

空实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

代是奋斗出来的。

最是奋斗动人心。“西藏各项事业

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的丰碑，

镌刻着开拓者长风破浪、砥砺前行的印

记，记录着实干者秉承初心、锐意进取

的风采，见证了奋斗者迎面曙光、追逐

梦想的旅程。正是伴着惟奋斗者进、惟

奋斗者强、惟奋斗者胜的时代强音，安

居乐业、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家园秀美

的壮美画卷在世界屋脊徐徐铺展。

今天的奋斗，铸就通往明天的路

基。百年交汇，谋篇布局，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吹响了凝聚和鼓舞全国人民

奋勇前进的嘹亮号角；树立新标杆、开

启新征程，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宏伟

蓝图。收官“十三五”、开篇“十四五”，

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再到 2050 年，伟大

的目标在前召唤，壮阔的征程就在脚

下。我们要发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

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迎梦想奋

楫扬帆，将实干进行到底，扛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新征程上再出发，我们没有时间

喘口气、歇歇脚，只有保持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才

能一步一个脚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军，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砥砺奋进。

幸 福 都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曲查

本报拉萨12月 26日讯（冯骥 秦华）

近日，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

主持召开西藏文化广电艺术中心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项目建设总体情

况汇报，部署下阶段工作。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庄严，区党委副书记严金海，区党委常

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姜杰，区党委常

委、拉萨市委书记白玛旺堆，自治区副

主席孟晓林出席。

齐扎拉指出，项目建设以来，各级

各部门主动作为、团结协作、真抓实干，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他强调，西藏文化

广电艺术中心是我区意识形态领域重

要阵地建设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也是

民生领域的重要项目，区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全区各族群众热切期盼。各级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精神，按照自治区安排部署和吴英

杰书记“最大程度地彰显中华文化、西

藏特点和时代特色；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把项目建设融入到拉萨市水系生

态修复治理工作中，优化美化环境”的

指示要求，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按时保质保量圆满完成工程各项建设

任务，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要严格资金管理，严控工程造价，优化

设计方案，优先使用本地建材，切实把

每 一 分 钱 都 花 在 刀 刃 上 ，确 保 好 事 办

好、实事办实。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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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 12月 26日电（记者 汪纯）12 月

24 日，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当乡，记者看到，

冬日暖阳下，1000 余亩的太阳能光伏板阵列气

势恢宏，40 座磷酸铁锂电池系统组成的超级“充

电宝”正在充电蓄能。当天下午，在有关领导、

嘉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的共同见证下，日喀则

市 50 兆瓦“光伏+储能”综合能源示范项目成功

并网发电。

“项目总投资达 4.5 亿元，是西藏目前最大的

‘光伏+储能’示范项目，也是全区首个一次性并

网发电的综合能源项目，为日喀则市打造高比例

新能源示范城市奠定了良好基础。”日喀则市委

副书记、市长刘虎山告诉记者，该项目是山东省

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 2020 年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项目的成功引进和建成投产，充分体现

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属国有企业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高度政治

自觉，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西藏发展、促进民

族团结的政治担当。

“该项目 5 月洽谈、6 月签约、7 月开工、12 月

并网发电，跑出了山东援藏招商引资‘加速度’。”

山东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党委书记、日

喀 则 市 委 副 书 记 、常 务 副 市 长 马 金 栋 介 绍 道 ，

（下转第二版）

年发电量1亿千瓦时！

西藏最大“光伏+储能”综合能源示范项目并网发电

“我守了 30 年的边疆，我还要再守

30 年。作为民兵排长，能守护祖国的一

草一木，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这是

嘎罗布经常说的一句话。

初见嘎罗布，他身着一身藏袍，骑

着一辆摩托车，头上打着英雄结，黝黑

的脸庞，双目炯炯有神，腼腆地微笑着。

嘎罗布，1970 年出生在素有“边境

第一村”的岗巴县岗巴镇吉汝村，1987

年当了民兵，现任吉汝村民兵排排长。

上世纪 80 年代，青年嘎罗布许下“寸土

不让、寸土必争”的铮铮誓言。面对严

峻的边境形势，他舍小家顾大家，每天

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巡逻在海拔 5 千米

以上的边境线上……

嘎罗布回忆说：“早年，县里得知我

走路巡逻穿破了好几双鞋时，给我送了

一双军鞋，穿着它巡逻在边境线上，我

感到心里暖和，脚下有力。”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嘎罗布冒着狂风肆虐，不惧

艰难险阻，穿梭在险峻高山中，从这个

山口到那个山口，来回守护着 50 余公里

的边境线，民兵一当就是 30 年，巡逻一

干就是 30年。

“ 这 里 的 每 一 块 地 、每 一 座 山 峰 、

每 一 条 溪 流 ，甚 至 每 块 石 头 、每 一 棵

草 他 都 了 如 指 掌 。”吉 汝 村 群 众 这 样

评 价 嘎 罗 布 。 每 次 巡 逻 ，嘎 罗 布 总 会

走 在 队 伍 的 最 前 面 ，头 上 硕 大 的 辫 子

和 红 色 丝 线 缠 起 的 英 雄 结 让 他 更 显

刚 强 。 他 用 实 际 行 动 深 刻 诠 释 着“ 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

担 当 ，在 稳 边 固 边 、促 进 发 展 中 发 挥

着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积 极 组 织 巡 逻 小 分

队、应急小分队、巡逻马队，全天候不

间 断 在 边 境 一 线 巡 逻 ，守 护 着 祖 国 的

一草一木。

2019 年 3 月，吉汝村积极响应岗巴

县委的号召，成立了同心固边农牧民养

羊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很多村民不

理解、不支持。 （下转第二版）

“守护祖国的一草一木是最骄傲的事”
—记全国劳动模范嘎罗布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本报拉萨 12月 26日讯（记者 晓

勇）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厅获悉，

今 年 ，全 区 文 化 产 业 行 业 年 产 值 达

60.95 亿元，各类文化企业达 7500 余

家，从业人员近 7 万人，国家、区、市

（地）、县（区）四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园区）达 234 家。文化企业成为西藏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和重点扶

持的市场主体。

记者了解到，“十三五”时期，我区

文化产业工作紧紧围绕“推动文化产业

成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总体

目标，不断推动全区文化产业工作，保

持了我区文化产业行业的平稳健康发

展态势。“十四五”时期，我区特色文化

产业将继续打造新的工程和布局，比如

“文创西藏”区域公用品牌提升打造、

“文创西藏 1+74”新兴业态培育工程和

“中国西藏特色文化产业之窗”规划建

设工程等重点布局，力争使西藏文化产

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文化产

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

今年全区文化产业行业年产值超 60亿元

走过四季：

乘风破浪的“三农”面孔
四版 时政新闻

让 科 技 之 光 洒 满 山 河
—走近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上）

三版 时政新闻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 陈尚才）

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今年已宣告消除绝对贫困。

历史性成就的背后，是 20 余万人次干

部驻村帮扶的无私奉献。西藏自治

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叶辉说，驻村

干部架起了党和群众“连心桥”，成为

带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2019 年统计数据显示，西藏农牧

民占全区总人口的 68.5%，近 240 万农

牧民分散居住在 5400 多个村（居）。

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及历

史影响，基层组织中“办法不多、人才

缺乏”问题突出，西藏农牧区发展相

对落后。为此，西藏自治区每年选派

近 2 万名干部驻村，密切联系群众，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

吕叶辉介绍，从 2011 年 10 月起，

西藏已连续选派 9 批 19.3 万余人次干

部开展驻村帮扶工作，选派 3 批 1.6 万

余 人 次 干 部 担 任 村（居）第 一 书 记 。

同时，西藏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

强基惠民资金，用于驻村干部帮助群

众解决问题和困难，其中专门为每个

村安排 20万元的强基惠民经费。

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聚

焦建强基层组织、落实惠民政策、促进

群众增收等“七项工作”，实实在在为民

办实事、办好事。同时，驻村干部还指

导村（居）两委班子干事创业，基层干部

素质及工作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西藏 20多万人次驻村干部成脱贫“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