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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目标虽已完成，但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最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那曲市巴青县

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李学良谈到，巴青县作

为全区 4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5 年底，全县

深度贫困乡镇 7 个，深度贫困村（居）116 个，全

县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 2820 户 10674 人，

综合贫困发生率为 21.68%；2019 年和 2020 年，

巴青县先后顺利通过自治区交叉考核验收、

中央第三方脱贫攻坚考核评估、2019 年中央

第三方贫困县退出抽查和全国脱贫攻坚普

查，贫困发生率降至 0%，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李学良介绍，2015 年以来，巴青县委、县

政府举全县之力、集全县之智，紧扣“两不愁

三保障”脱贫标准，立足实际、创新举措，全

面落实“六个精准”要求，坚持

“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紧盯党

建 引 领 、突 出 脱 贫 成 效 ，着 眼

激 励 机 制 、形 成 攻 坚 合 力 ，聚

焦 特 困 人 群 、助 推 稳 定 脱 贫 ，

狠抓素质教育、巩固均衡成果，突出“扶智扶

志”、培育脱贫信心，强化宗教引导、转变思

想观念，深化强基惠民、激发内生动力，自立

自强不息、同心协力致富，全县基础设施不

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致富

能力逐步提升、消费观念明显改善、感恩意

识持续高涨。

就 巩 固 脱 贫 成 效 ，李 学 良 表 示 ，巴 青

县 坚 持 贫 困 群 众“ 扶 上 马 送 一 程 ”，持 续 保

持 帮 扶 政 策 的 总 体 稳 定 ，严 格 落 实“ 四 不

摘 ”要 求 ；持 续 做 好 防 返 贫 监 测 和 帮 扶 工

作 ，加 强 社 会 保 障 兜 底 各 项 工 作 ，重 点 关

注 帮 扶 低 收 入 人 口 ；持 续 壮 大 帮 扶 产 业 ，

围 绕 牧 业 产 业 继 续 加 强 巴 青 县 扶 贫 产 业

发 展 ，推 动 高 原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建 设 ；持 续

做 好 脱 贫 人 口 的 稳 岗 就 业 和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后 续 帮 扶 工 作 ；持 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切 实 提 高 农 牧

民 群 众 生 产 生 活 水 平 ，全 面 提 升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

2017 年，仁布县政府采取“资

金 入 股 51%”的 方 式 扶 持 大 学 生

返乡创业者朗卓成立了西藏乔穆

朗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后，

引导带动了仁布县高校毕业生群

体将目光转向自主创业。旺拉、

次 仁 曲 珍 、平 措 拉 珍 3 人 便 是 仁

布县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的大学生创业者，在创业路上，

该团队在发展壮大个人事业的同

时，也助推了家乡的发展。

“创业如浪中行舟，就是要坚

定信心，矢志不移，就是要敢想敢

做，敢于抓住机遇。”2020 年毕业

于西藏大学的创业者旺拉说。

去 年 9 月 29 日 ，仁 布 县 面 向

高校毕业生发布了水务公司招聘

入股人员的公告，一直有创业想

法但缺乏资金和机遇的旺拉、次

仁 曲 珍 、平 措 拉 珍 3 人 从 中 看 到

了希望，借创业政策乘势而上，与

县政府共同成立了仁布县思源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金

100 万元，县政府出资 51 万元、占

股 51%，3 名大学生创业者共同出

资 49 万元、占股 49%。此外，县政

府无偿提供一处办公楼作为水务

公司办公场所，并减免了相应水

电费，近期将兑现一次性创业启

动资金 18 万元。

仁布县思源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 是 仁 布 县 第 一 家 集 水 资 源 管

理、水费收缴、饮水工程维修、水

利 工 程 承 包 等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企

业，目前，该公司承接了仁布县城

及农村供水水费征收、仁布县 24

小时供水问题排查及维修养护工

作。

“百姓的小康生活离不开水

的润泽，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更是

不能没有水的浇灌。我们想成为

当之无愧的致富带头人，带动更

多的人就业，并为仁布县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党和政

府为我们提供的创业环境和补贴

政策。”这是 3 名大学生创业者共

同的初心。

水 务 公 司 的 成 立 有 效 提 升

了仁布县群众的生活水平，破解

了 长 期 以 来 困 扰 县 城 群 众 不 能

全 时 取 水 用 水 、健 康 饮 水 的 问

题 ，初 步 构 建 和 形 成 了“ 统 筹 调

水、团结治水、合力兴水、精细管

水、节约用水”的崭新格局，为稳

步 推 进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仁布县

长 治 久 安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了

积极力量。

“ 其 实 ，创 业 没 有 固 定 的 模

式，只要善于发现、不断尝试、勇

于挑战，就一定会有收获。”旺拉

在 分 享 自 己 的 创 业 经 验 时 如 是

说。

“近年来，阿里地区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重大政治任务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着力在精准

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

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接受采访

时，阿里地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宣传

报道组副组长白万鹏说。

白万鹏介绍，过去的一年，阿里

地区推进扶贫项目落地实施，全地

区共实施扶贫项目 246 个、涉及资金

85038.23 万元，各县脱贫攻坚统筹整

合资金 84780.66万元。

过去的一年，阿里地区切实保

障群众住房安全，扎实推进危房改

造工程，完成 1881 户农村危房改造

档 案 信 息 录 入 工 作 ，规 范“ 一 户 一

档”档案资料。对革吉、措勤、改则 3

县因自然灾害新增的 120 户建档立

卡危房户，投资 885.03万元完成危房

改造提升任务。

过去的一年，阿里地区深入推

进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加 快 推 进《阿 里

地 区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实 施

方 案（2018—2020 年）》和《阿 里 地

区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脱 贫 攻 坚 三 年 行

动计划》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规划

总投资 36.29 亿元的产业、培训、水

利、电力、交通、通讯、教育、危房改

造等 8 类 218 个项目已完工 215 个，

完 工 率 99%，到 位 资 金 36.99 亿 元 ，

到 位 率 102％ ，目 前 ，已 拨 付 资 金

36.20 亿 元 ，拨 付 率 98％ 。 三 年 行

动计划项目的实施切实解决了贫困

群众吃水难、用电难、上学难、出行

难 等 实 际 困

难 ，补 齐 了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短

板。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阿里地委、

行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方针政策和自治区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

头等大事、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来抓，着力在精准识别、投入支持、聚焦重

点、发展产业、增强内生动力等方面下功

夫、抓落实、求突破，脱贫攻坚工作亮点纷

呈，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

加强领导，强化组织保证

阿里地区始终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2020 年共召开 10

次指挥部会议、14 次指挥部办公室会议、

10 次专题调度会研究部署各级各类巡视

整改、产业扶贫项目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疫情防控、消费扶贫、贫困群众

就业增收等重点工作。

阿里地区地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

头落实政治责任，亲力亲为抓脱贫攻坚，

先后走访 37 个乡，访贫率达 100%。同时，

及时调整地级领导干部包县包乡联系点，

完善地级干部与县乡联系帮扶机制，按月

建立《地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每月重点工作

任务督办台账》。

据统计，2020 年，阿里地区开展综合

督导检查 2 次，挂牌督战 1 次，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 1次，编发产业扶贫、资金支出周通

报 50 期，建立督办台账 12 份，督办事项

493 件，切实保证重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实、

重点工作有力推进。

多措并举，强化扶贫行动

2020 年来，阿里地区大力实施产业

扶贫行动，建立落实扶贫产业项目“三个

一”工作机制，安排 87 名地县级干部负责

指导监督管理 109 个扶贫产业项目。全

年通过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受益贫困群众

达 25602 人 ，实 现 人 均 增 收 1551.9 元 。

2020 年总投资 10274.4 万元的 24 个新建

产业扶贫项目，完工 20 个，投入运营 12

个，完工的产业项目全部完成资产清点

登记造册工作。

2020 年，阿里地委、行署切实把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特别是生产资料处置和后

续扶持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

制定《阿里地区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实施意见》，

统筹安排本级扶贫资金 867.55 万元用于

日土、革吉 2 县 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基础设施建设，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大 幅 改 善 。 40 个 配 套 产 业 项 目 全 部 建

成，与 5691 名搬迁贫困群众建立了利益

联结机制。

大力实施转移就业行动。成立地县

农牧民转移就业工作专班，坚持开发就

业 岗 位 ，强 化 技 能 培 训 。 2020 年 ，阿 里

地区共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 80 期，实现

转 移 就 业 14189 人 次 ，创 收 13132 万 元 。

摸清劳动力底数，建立贫困群众就业信

息 台 账 ，收 集 105 家 企 业 就 业 岗 位 信 息

5893 条 ，组 织 110 家 建 筑 领 域 企 业 召 开

促进农牧民转移就业专题会议，与 78 家

企 业 签 订 298 个 就 业 岗 位 ，大 力 开 发 公

益性岗位，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 1600 人。

实施金融扶贫行动。2020 年累计投

放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6873 万元，余额 1.6

亿元，惠及贫困群众 3858户；为专合组织、

小微企业等投放扶贫贷款 1710万元，有效

解决致富带头人、专合组织、小微企业筹

措资金难和资金短缺等问题。

大力实施援藏扶贫行动。2020 年援

阿“两省三企”落实规划外援藏扶贫项目

53 个，涉及基础设施、产业扶贫、健康扶贫

等 9 大类项目，援藏扶贫项目的实施为全

地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强大助力。

夯实基础，强化脱贫保障

严格落实生态补偿。2020 年落实生

态补偿岗位 19990 人次，兑现资金 7004.72

万元。

持续强化教育扶贫。全面落实教育

“三包”和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全年资

助贫困大学生 720 人次 195.28 万元；有意

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两后生”共 206

人，已完成培训 192 人次，实现就业 70 人，

并制定 2020 年“两后生”培训情况跟踪台

账。

全面落实社会兜底。2020 年落实农

村 低 保 金 319 户 1038 人 151.01 万 元 ，落

实特困人员补助 434 人 397.3 万元，落实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2973 人 595.3 万 元 ，

132 名 孤 儿 实 现 全 部 收 养 ，城 乡 特 困 人

员 有 意 愿 集 中 供 养 和 孤 儿 集 中 收 养 率

均达到 100%。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阿里地区人民

医 院 对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就 医 看 病 、7

县 人 民 医 院 对 本 县 户 口 住 院 群 众 落 实

“先诊疗、后付费”比例均达到 100%，为

114 人 次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住 院 报 销

640 万 元 。 大 力 实 施 健 康 扶 贫“ 三 个 一

批 ”，全 年 开 展 大 病 集 中 救 治 216 人 、救

治 率 达 100% ；慢 病 签 约 服 务 救 治 1380

人 、救 治 率 达 100% ；重 病 兜 底 保 障 22

人、兜底保障率达 100%。

大力实施党建促扶贫行动。建立乡

镇干部、驻村工作队、村（居）干部脱贫攻

坚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形成脱贫攻坚激励

与约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81 家地（中、

区）直单位、1.4 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建

档立卡贫困群众 2.33 万人。深化开展“党

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

帮助解决“三就”“两保”“六通”等实际困

难 1123 个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好 事 1651 件 。

坚持因村派人精准，选派 145名懂政策、会

管理、讲奉献的干部担任村第一书记，选

派 533 名驻村干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理

思路、谋发展、促增收。

建立预警管理机制，持续开展防返

贫致贫监测和帮扶，全面开展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监测摸底工作，全地

区共确定监测对象 349 户 1281 人。认真

开展已脱贫人口“回头看”“回头帮”，积

极引导 317 名地县乡村四级脱贫攻坚监

督员履职尽责，开展“点对点”精准帮扶，

通过持续帮扶消除致贫返贫风险 108 户

361 人。此外，地委、行署通过积极争取，

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防贫保”捐赠协议，覆盖全部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为防返贫防致贫建立起保

险保障。

5 月的清风荡起孔雀河水的

涟漪，穿过巍然耸立的纳木那尼

峰，一路向南，吹到了初夏的西德

村，轻抚着生机盎然的原野。

普兰县普兰镇西德村是阿里

地区为数不多的盛产青稞和油菜

的地方。得益于海拔低、日照足

的自然条件，当地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壮

大农牧民专合组织，早在 2002 年

便建起了西德糌粑加工厂，成立

了合作社，主营糌粑和油菜籽加

工。随后几年，普兰县委、县政府

又先后投资 270 万元用于改善生

产 条 件 ，拥 有 厂 房 面 积 700 平 方

米、水磨房 14 座、机房 2 座以及炒

青稞房等附属设施。

脱贫攻坚启动以来，在陕西

省 第 八 批 援 藏 干 部 的 大 力 支 持

下，2018 年，西德糌粑加工厂又投

入 援 藏 资 金 665.22 万 元 ，新 建 了

糌 粑 加 工 厂 房 和 糌 粑 饼 干 生 产

线 ；2019 年 ，通 过 整 合 西 德 村 清

油、糌粑加工合作社，成立了西德

稞原地食品有限公司，实现销售

收入近百万元。2020 年，西德白

糌粑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公司新建的面包生产

线投产，口味细腻、香甜的面包得

到广大顾客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合作社并入西德稞

原地食品有限公司之后，各项工

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

运行、自负盈亏，健全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将收益的 50%作为企业承

包方的资金，35%作为流动资金，

10%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的

资金，5%作为西德村集体经济收

入，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公司的带动下，普兰全县

推广种植白青稞 3159.01 亩，参与

群 众 达 200 多 户 ，实 现 群 众 增 收

100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种

植收入 31.6 万元。公司除固定工

作人员外，还采取作业组轮流安

排人员的方式投劳，累计安排群

众 投 劳 127 人 次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户 101 人次，实现劳务创收 33 万

元。同时，通过分红实现群众增

收，截至今年 4 月，公司已向西德

村 28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累 计 分

红 32.3 万元，有力助推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

来自西德村多岗组群众欧珠

桑姆目前在西德稞原地食品有限

公司的面包车间上班，每月工资

4800 元。在接受采访时，她开心

地说道：“我在家门口上班了，收

入挺不错，还能学到制作面包的

本领，感谢党和政府为我带来了

好生活。”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深做

细产业链，着力开发市场潜力大、

经济效益明显的产品，推动产品

结构优化升级，依托‘西德村白糌

粑 ’地 理 标 志 ，打 开 产 品 市 场 销

路，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品质

优良的产品形象。”西德稞原地食

品有限公司经理普布次仁充满信

心地说道。

糌 粑 芳 香 甜 心 头
——普兰县普兰镇西德村糌粑产业发展记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图为普兰县普兰镇西德村西德稞原地食品有限公司面包车间工人

在制作面包。（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摄

有梦·追梦·圆梦
——仁布县返乡大学生创业记

本报记者 汪纯

凝心聚力，高质量递交脱贫攻坚答卷
—阿里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达珍 洛桑旦增

山南市“菜篮子”工程琼结

县标段“菜篮子”基地于 2019 年

竣工并投产，建有 348 个日光温

室大棚、10 座育苗温室、1 座智能

温室。该基地自运营以来，狠抓

稳就业促增收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已吸纳

当地 40名群众就业。

图 为 在 基 地 就 业 的 琼 结 县

下水乡村民将采摘的青椒运往

市场。

本报记者 洛桑 次旺 摄

稳就业

促增收

足 音 铿 锵 战 脱 贫
——访阿里地区脱贫攻坚指挥部白万鹏

本报记者 洛桑旦增 达珍

“ 扶 上 马 送 一 程 ”
——访那曲市巴青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李学良

本报记者 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