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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那曲市上

下一心、合力攻坚，在砥砺奋进中交出了

一份“美丽”的答卷。

2015 年底，那曲市识别建档立卡贫困

人 口 26718 户 102402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22.7%。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那曲市

坚持全面发力、精准施策、集中攻坚，五年

来累计减贫 31907 户 137033 人，所有建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脱 贫 ，1173 个 贫 困 村

（居）全部退出，11个县（区）全部摘帽。

那曲市聚焦收官之战目标，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按照“四个不摘”要求，保

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机构不变、人员不

散，政策不变、效果不减，作风不变、责任不

减的攻坚态势，坚持不懈抓好巩固提升各

相关工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凝聚社会合力 助力脱贫攻坚

“我们能有这份稳定的收入，离不开

聂荣县交通运输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聂荣县下曲乡恰青雄村村民吉嘎告诉记

者，恰青雄村建有一所养殖场，但群众缺

乏专业技能，制约了养殖场发展。驻村工

作队聘请专业人员对养殖场人员进行畜

牧养殖技术培训，谋划发展路子，指导养

殖场从贫困户家里购买牦牛进行养殖，使

养殖场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

同驻村工作队一起，分布在各个领域

的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个人，在那曲市脱

贫攻坚道路上形成强大合力，帮助贫困

村、贫困户改善生活条件，改变生活习惯，

助推智力帮扶，为全市发展注入强大活

力。今年以来，各单位驻村工作队开展政

策宣讲 2.7 万余场次、受教育群众 65 万余

人；联合所属部门共组织开展贫困群众技

能 培 训 963 次 ，帮 助 贫 困 群 众 转 移 就 业

9000 余人，增入 3084.48 万元；争取各渠道

扶贫项目 109 个、投入 1211 万元。在“百企

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中，32 家本地民营

企业采取送医送药、消费扶贫等形式帮扶

折资 52 万元。对口援藏扶贫持续深入开

展，今年，那曲市立足资源禀赋和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以及基础设施滞后、

产业不发达、市场发育度低等难点，对接

两省和五大央企计划外项目 43个。

注重安居乐业 巩固脱贫成效

近日，记者来到巴青县集中搬迁安置

点拉加的家中，两层楼藏家独院被打理得

井井有条，拉加正和家人们围坐在火炉旁

的沙发上看电视，其乐融融。

“以前我们一家 7 口人住在 40 平方米

的土坯方里，房子透风漏雨、十分破烂。

现在没花一分钱，就住进了这宽敞明亮的

新房，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的帮扶，我这辈

子都不可能享受到这么好的生活。”拉加

脸上洋溢着幸福，说道，“住在县城附近，

柏油马路通到家门口，出行方便，生活也

更加便捷了，就医、购物、孩子上学……我

们全都不用愁。”

拉加一家的变化，只是那曲市脱贫攻

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为进一步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效，那

曲市今年投入 3.27亿元在集中搬迁安置点

配套实施水、电、路、垃圾池、厕所、路灯、排

水等基础设施项目，完善搬迁群众生活所

需 ；落 实 中 央 和 自 治 区 水 利 发 展 资 金

3487.76 万元，用于专项维修存在问题的农

村饮水工程点；实现集中搬迁安置群众产

业全覆盖，将搬迁群众劳动力纳入当地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全市有就业能力的搬迁

劳动力家庭 1户至少有 1人实现就业，2020

年以来，搬迁群众实现产业分红 7319万元，

转移就业 9587人……

强化产业扶贫 促进提质增效

产业扶贫既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

收达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

果的根本举措。那曲市将产业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最大融合点和关

键点，以产业兴旺作为发展目标，按照“抓

两头、促中间”牧业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

展那曲市特色产业，做到“短中长”产业有

机结合。

为推进标准化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建

设，起草了《那曲市标准化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提升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全市发展各类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1540 家，其中国家示范

社 18 家、自治区级示范社 32 家、“一村一

合”860 家，辐射带动群众 32.29 万人，实现

建档立卡群众全覆盖。

坚持扶志扶智 激发内生动力

“此次岗前培训，老师们通过理论教

学、现场观摩、实际操作等方式全方位多

角度进行授课，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观

念，让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技能。”为促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农村富余劳动

力素质，引导贫困户开拓视野、实现技能

提升，近日，索县嘎美乡军巴建筑有限公

司邀请专业讲师对 50 余名村民进行了为

期十天的技能培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曲市

坚持将技能传授给贫困群众，将技能培训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全

市完成建档立卡劳动力技能培训 4619人。

持 续 加 大 就 业 扶 贫 力 度 ，动 态 更 新

2020 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一库六册”数

据，深入实施“六个一批”就业举措，今年

以来，全市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

31062 人、增收 37360.32 万元。目前，全市

农牧民劳动力实现跨市就业 5524 人、跨省

就业 417 人，优先在全区实现了农牧民跨

省、跨市务工就业。

那曲市还持续加大总结宣传力度，深

挖典型案例、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总结脱

贫攻坚中的创新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

“四讲四爱”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将“志智”

双扶宣讲工作引向深入，既让群众“富口

袋”又“富脑袋”，截至目前，共开展宣讲 2.3

万余场次，受众人数达 207 万余人次；积极

组织开展“庆丰收、迎小康”、“看城乡新

貌、话小康生活”等活动，使广大群众进一

步在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 曲珍）为深入开展巴青县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创新技能培训模式，加快建成巴青县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的餐

饮服务行业队伍，进一步带动创业和扩大就业，巴青县人社局组织开

展了“藏式早餐”培训班。目前，为期 45 天的“藏式早餐”培训班已圆满

结业。

本次培训采取送教方式进行，在提高培训质量的同时，也满足了

群众对培训地点的意愿。50 名参训学员均为巴青县有创业及从事餐

饮行业意愿的农牧民群众。培训内容为制作藏面、甜茶、肉饼及其他

藏式小吃。

在结业现场，巴青县人社局工作人员随机将学员分为 5个小组，通过

学员们现场进行制作菜品，考核学员在食材准备、调料使用、火候掌握、菜

品卖相、菜品味道等方面的技能掌握。最终，50名学员全部考核合格。

在后续工作中，巴青县人社局将继续抓好培训后学员创业政策扶

持、就业岗位对接相关工作，确保本次“藏式早餐”培训取得实效。

“ 您 好 ，这 是 您 的 临 时 身 份 证 ，请 收

好。”塔青是索县若达乡若达卡村村民，

前几天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份证弄丢了，

原本正在为要往返去县城办理而烦心，

没 想 到 邻 居 却 告 诉 他 一 个 好 消 息 ——

在 新 成 立 的 若 达 乡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内 就

设有公安窗口。

在 工 作 人 员 的 耐 心 指 导 和 积 极 帮

助下，塔青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

拍 照 、办 理 临 时 身 份 证 等 多 个 事 项 ，非

常便利。

“ 工 作 人 员 的 服 务 态 度 非 常 好 ，中

心 内 设 有 公 安 、医 疗 服 务 等 窗 口 ，我 们

群众需要办理什么事项，都能在这里一

次性办完，不仅节省了过去往返县城办

理业务的时间，而且办理速度也很快。”

塔青感慨地说。

索 县 若 达 乡 派 出 所 公 安 民 警 曲 杰

表 示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设 有 社 会 保 障 、民

政救助、医疗服务、公安等多个窗口，成

立了带班领导办公室，极大地解决了群

众 来 办 事 时 找 不 到 办 理 部 门 或 工 作 人

员不在等问题，中心的成立也为各部门

的 工 作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今 后 我 们 会

更 好 地 服 务 群 众 ，真 正 实 现‘ 只 进 一 扇

门、最多跑一次’的服务目标。”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索 县 若 达 乡 以“ 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为原则，转变业务受

理模式，紧紧抓住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建

设，形成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统一出

件 ”的 工 作 格 局 。 中 心 自 成 立 以 来 ，接

待 群 众 440 余 人 次 ，事 项 办 结 率 和 准 确

率 达 到 100%，以 更 加 便 捷 的 办 事 效 率 、

更 高 效 的 服 务 水 平 、更 亲 民 的 服 务 态

度，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2018 年，那曲市尼玛县荣玛乡的群众搬迁到离拉萨只有 40 多公里

的古荣乡，开始了新的生活。住房、医疗、交通等基础条件得到了极大

地改善，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如何让搬迁群众实现“能就业、能

致富”，成了乡党委政府思考的重要问题。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荣玛乡把“扶志扶智”工作放在了首

要位置，认真开展“四讲四爱”主题教育活动，从身边人、身边事讲述勤

劳致富的典型事迹，挨家挨户做动员、讲道理。通过几轮宣讲后，坐着

墙根晒太阳的少了，拿起铁锹干活的多了，绝大部分群众都有了劳动

致富的意识，更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美珍一家就是其中的典范。美珍家中共 5 口人，搬迁之前居住在

60 平米的土坯房中，夫妻俩都没有致富技能、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靠

着国家惠民政策资金维持生活，搬迁后，乡党委政府安排美珍参加厨

师培训班，并给她介绍了茶馆厨师的工作。因为美珍工作积极、服务

态度好、厨艺好，深受顾客喜爱，目前每月有 5000 多元的收入。乡党委

政府也为美珍的丈夫安排了工作，每个月有 3500 元的稳定收入，真正

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而令美珍最欣慰的，是搬

迁之后她的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有明显提高。

从土坯房到农家小别墅，从靠低保生活到实现脱贫致富。幸福的

生活离不开自己的辛勤劳动。美珍一家是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实现

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更是通过转变思想靠自己的双手走向致富道路

的“标兵”。

近年来，索县因地制宜优先发展优势产业，让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有力有序推进村集体经济提速增效，促进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描绘出一幅共奔小康的美好画卷。

位于索县县城十公里外的亚拉镇卡玛村，拥有丰富的水资源

优势，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索县县委、县政府的正确指引

下，于 2015 年村民集资成立了卡玛甘露圣水专业合作社，合作社

主要以加工桶装纯净水为主，为全县干部群众提供干净无害的清

澈矿泉水，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也实现了合作社的持续发展。

当记者来到索县亚拉镇卡玛村村委会时，村委会内人头攒

动，每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等待着合作社 2020 年分红仪式

开始。在喜庆的氛围中，合作社对全村 107 户村民按入股比例进

行了分红及年底工资结算，合计 367908 元人民币，每户收入最高

可达 25000元，最低 1000元。

斯塔次旦一家有 7 口人，合作社成立后，在村“两委”及村民的

共同推举下，为人朴实、吃苦耐劳的他成为合作社的一名员工。

他特别珍惜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在技术老师的指导下，如今他

对水桶的消毒、桶中灌水、打包装车，每一步十分娴熟。这次，斯

塔次旦不仅分到了合作社入股分红 1000 元，还拿到了下半年务工

工资 24000 元，真正实现了脑袋富起来的同时腰包也鼓起来，“有

了这笔钱，我们一家人可以过个好年，这些都是在党的恩情和合

作社的帮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工作。”

攻坚克难摘穷帽 凝心聚力奔小康
本报记者 万靖 曲珍

尼玛县荣玛乡搬迁群众

从土坯房到小别墅
本报记者 万靖 曲珍 本报通讯员 秦瑶

巴青县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0名学员学做“藏式早餐”

索县卡玛甘露圣水专业合作社

为群众增收开辟新途径
本报记者 曲珍 万靖

群 众 少 跑 腿 办 事 效 率 高
——索县基层便民服务中心见闻

本报记者 曲珍 万靖

图为卡玛村村民斯塔次旦在合作社开心地数着自己的分红

和工资。 本报记者 曲珍 万靖 摄

加强应急演练 保障安全供电
为快速提升国网那曲供电公司应对

各类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和高效处置能

力，近日，那曲供电公司应急分队联合共

产党员服务队开展了 2021 年首次应急综

合演练。

图为在应急综合演练中，国网那曲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模拟进行杆上救援。

本报记者 万靖 曲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