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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莎乡老党员布姆阿牛：

“经历过旧西藏的苦，更能体会新西藏的甜”
本报记者 张猛

帮玛村，海拔 3900米的温暖
本报记者 张猛

当好领头雁 脱贫奔小康
——结地岗村女支书索朗央金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张猛

传承戍边精神
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在实践中接受党史学习教育，传承戍边精神，近

日，林芝税务局第三党支部联合巴宜区税务党支部深入琼林村，聆听卫国戍边故事，开展“致敬，永

不轮换的戍边人”主题党日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朗县登木乡

“党支部＋”模式促进增产增收

驻梦扎村工作队开展双语夜校培训

索朗央金，1954 年 8 月出生于工布江

达镇结地岗村。生于西藏和平解放年代

的她，亲身经历了党在西藏执政后带来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小便立志要成为一名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1974年 7月，20岁的她凭着一颗赤子

之心以及出色的表现，如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8 年，在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

下，索朗央金挑起了结地岗村党支部书记

的重任，凭着勤奋、执着、胆识、魄力和一

股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韧劲，带领村民

踏上了致富路，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一致好

评。期间，她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结地岗村党支部也在她的努力下

不断发展壮大。

好学，学出一个好班子

在 43 年的任职 期间，索朗央金深知

抓好支部建设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也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走。自上任以来，索朗央金就

坚持把加强学习作为支部建设的重要一

环，带头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主动学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建工作知识。每

一次的支委会学习，她总会鼓励村“两委”

班子成员，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提高

自己的理论修养，纠正各种错误观念，保

持旺盛的斗志，提高工作的活力，更好地

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同时，在工作

中，她总爱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询问

工作情况，喜欢在走村入户时跟群众唠

嗑，因为她觉得这些都是“学习”，有助于

开阔视野、打开思路、推动工作。受她的

影响，村“两委”班子也“不甘示弱”，落实

“四议两公开”、走访入户都成了他们广开

言路、采纳群议、提升工作的渠道。正因

如此，群众们有事都来找索朗央金和村

“两委”。

敢闯，闯出一条致富路

结地岗村位于工布江达县城驻地，交

通便利，辖区内自然资源丰富，早年村民

一 直 以 种 粮 和 采 挖 山 上 野 生 资 源 为 主

要 经 济 来 源 ，增 收 渠 道 单 一 。 2011 年 ，

随着县城不断发展壮大，村里大部分耕

地被征用，这使得部分群众从种粮吃变

成 买 粮 吃 ，虽 然 征 地 后 得 到 补 偿 ，但 村

民手中的钱总有花完的一天，如何让村

民手中的钱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索朗

央金一直思考的问题，结合县城发展实

际，她便萌生出了修建商品房的想法。

索朗央金第一时间召开村民大会，

把这个想法告诉村里群众，得到了大力

支持。这使得她更加充满干劲，积极带

领 村“ 两 委 ”班 子 与 上 级 有 关 部 门 协 调

联 系 ，为 村 里 争 取 了 土 地 上 的 优 惠 政

策，但摆在索朗央金面前的真正难题是

筹 措 修 建 商 品 房 资 金 。 当 时 已 经 筹 集

的 资 金 除 了 征 地 补 偿 款 、群 众 自 筹 ，还

差 117 万 元 的 缺 口 。 索 朗 央 金 召 集 村

“两委”班子集体商议，提出了向银行贷

款的建议，并带领村“两委”班子一家一

户 做 工 作 ，最 终 通 过 银 行 贷 款 凑 齐 了

117 万元。2012 年，商品房顺利完工，年

收益达 40.08 万元，自此结地岗村拥有了

第一笔集体经济收入。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指导帮助下，立足县城发展需求，抓

住脱贫攻坚契机，索朗央金多渠道寻找致

富门路，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团

结带领党员主动作为，筹措资金建成了结

地岗村洗车场、建材市场、茶馆等集体经

济，目前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到 212.3 万

元，惠及全村 62 户 264 人，带动了 3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致富。

热心，热了一方群众心

只要村里有事，群众有事，索朗央金

都是公事在前、私事在后。由于年龄大，

腿脚不方便，索朗央金的丈夫成了她的专

职司机，有次孙子生病，因为村里的事情

无暇照顾，便把孙子托付给亲戚，对此她

表示有些许愧疚，但依然乐观地说：“在

‘大家’面前，‘小家’受点损失没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大小事情数不

胜数，但只要索朗央金这个“人民调解员”

一出手，大家都不禁竖起大拇指。遇到群

众有矛盾时，在公正公平的原则下，她总是

先摸清矛盾双方的性格，然后分别和双方

详细了解情况、做工作，最后作为中间人，

将双方叫到一块商量，矛盾也迎刃而解。

2021年2月，67 岁的索朗央金离任结

地岗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为她 43 年老支

书的光荣历程画上圆满句号。但作为一

名工作 43 年的老支书，索朗央金退休不

褪色，依旧积极为新任村“两委”建言献

策，为群众奔前走后。任职有年限，责任

无 时 限 。 党 员 身 份 赋 予 她 的 光 荣 和 责

任，仍会继续激励她一如既往发光发热、

不辱使命。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今

天的美好生活，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

是驻村工作队队员与仲沙乡结牧村老党

员布姆阿牛交谈时，老人家提起共产党，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布姆阿牛今年 70 多岁，已有将近 40

年党龄，经历过新旧西藏两种社会制度，

见证了西藏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历过磨

难，尝过艰辛。

经历过旧西藏的苦，更能体会新西

藏 的 甜 。 对 于 儿 时 在 旧 社 会 生 活 的 记

忆 ，老 人 满 是 苦 涩 ，那 时 候 经 常 吃 不 到

饭，住在破旧的帐篷里，生病了基本是自

生自灭，生活一点保障都没有。在 1959

年 3 月 28 日，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改革

席卷了西藏这片古老的土地，唤醒了百

万农奴，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

藏彻底被废除。这一伟大的改革犹如大

海上指路的灯塔，给饱受摧残的百万农

奴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新生。布姆阿牛

家也分到了自己耕种的粮食，还分到了

马圈和储藏牛粪的屋子。自此，布姆阿

牛老人告别了无瓦遮头、吃不饱、穿不暖

的生活。

老人知道，日子一天天变好是共产党

带来的，怀着对党的恩情，为更多村民服

务的想法，1981 年布姆阿牛向党组织提交

了申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加

入共产党后，她一直牢记入党初心，积极

服务群众，之后被选为村干部。

“从旧西藏的农奴，到新西藏党的干

部，我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我的

一切动力来源于党。”布姆阿牛对党充满

感激。

现在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每天

只有看电视，了解国家变化、西藏发展。“我

虽然年龄大了，但心里更敞亮。我知道在

党的带领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西

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老百姓种

地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上学有‘三包’，养

老有新农保，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就连建

房、买家电、购置农机具国家也会补钱，大

家的日子真像蜂蜜一样甜。”聊起西藏的变

化，布姆阿牛如数家珍。

现在老人家还会经常在村里漫步，看

到扔在地上的垃圾会捡起来，向村里的小

孩讲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讲述现在的

美好生活是共产党带来的，要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布姆阿牛用自

己的方式在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平凡中见精神，她历久弥新、不忘初心的

崇高政治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

品格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在入户交

谈过程中，驻村工作队队员感触颇深，大

家表示，老人家崇高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做好驻村工作，

为民服务办实事，不负青春韶华。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朗县登木乡属于高海拔牧区，丰富的牧场资

源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等问题制约着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登木乡党

委、政府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集体养殖点带散户+分销商”的发展

新模式，变牦牛分散养殖为集体养殖，变个体养殖为沟口代管，解放富余

劳动力，实现农牧民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集体养殖，牲畜管理新变化。以各村党支部为单位，将拉贡塘 53 个

分散养殖点整合成 8 个村集体 12 个养殖点，解放劳动力 84 人，解决就业

12 人。8 个村形成以牦牛养殖为主的村集体经济，通过项目扩模和自身

发展，集体养殖牦牛存栏量从 2016 年的 1911 头发展到现在 2527 头。落

实集体经济精细化管理，稳定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联户互助，平安增收双促进。在村庄附近的沟口养殖点，推行以“双

联户”为单位的“联户五助”模式，即牲畜挤奶互助、饲养管理及运输互

助、圈舍维修互助、疾病防疫互助、牧点转场互助，有 20 条沟口的 82 个牧

点进行互助合作，进一步推进散户养殖适度规模化，降低牲畜死亡率和

解放劳动力，从而提升各联户间互助组织力和抗风险能力，达到联户平

安、联户增收的目的。

合作供销，畅通产销有渠道。通过乡党委、政府的积极引导，由致富

带头人发起成立了拉贡塘畜产品合作社，合作社把畜产品进行包装处理

后，由合作社的直销店或代销点进行销售，既确保了产品品质统一，也为

打通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合作社注册了

“拉贡唐”品牌商标，开发出 4 大类 10 个初级产品。目前建有线下销售店

铺 4 处，推广店铺 2 处，线上淘宝店铺 1 处，2020 年销售额 43.8 万元，为拉

贡塘畜产品卖得掉、卖得远、卖得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利益联结，改善民生聚人心。2020 年，村集体经济预计实现收入

199.7 万元，全乡集体养殖出栏量 214 头左右，年产精品酥油 0.58 万斤左

右，年产奶渣 0.4 万斤左右。为使牦牛集体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实现可持

续发展，各村制定了集体养殖利益联结机制，收益的 50%用于牧民工资、

圈舍维修、冬季补饲等，30%用于扶持贫困户发展，20%用于村级福利措

施，村集体经济有钱了，基层党支部的号召力、凝聚力更强了。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为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基层农牧区的

普及推广力度，不断提高村干部文化素质，近日，林芝市税务局驻察瓦龙

乡梦扎村工作队组织村“两委”、党员和青年重点就日常生活和外出务工

中的基础会话开展双语夜校培训。

培训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带领学员通过现场练习、互动交流、口语比

赛、唱红色歌曲比赛等灵活多样、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营造出浓厚的学习

氛围。同时，为提高学员参与学习的积极性，驻村工作队对学习效果好的

学员发放小奖品进行鼓励，对学习进度慢、掌握知识水平差的学员采取“党

员+群众”形式开展结对帮学活动的方式，确保夜校培训见实效。

此外，对外出务工群众，驻村工作队积极与其联系，采取课后补学、

微信“微课堂”学等方式进行培训，切实做到了教学全员覆盖、分类施教、

效果显著。

朗县金东乡帮玛村牧场优良、牧业发达、畜类产品品质优良是当地

一大优势。近年来，朗县金东乡帮玛村集体绵羊养殖、牦牛养殖项目喜

获成功，规模不断扩大，效益相当可观，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起到了关键

作用。

如何进一步依靠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现有资源延伸产业链

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后的帮玛村

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养牛养羊上，在林芝市委党校驻村工作队的大

力支持下，经前期充分调研论证，积极向上级申报羊毛加工厂项目，希望

以生产加工西藏纯羊毛被探索出一条产业振兴之路。

2020 年 9 月，在产业扶贫资金的支持下，总投资 50 万元的林芝市朗

县帮玛庆国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在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村“两委”带领

群众装修厂房、购买机器、学习技术、成立董事会、购买材料、办理营业执

照、注册商标……公司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

今年以来，该公司在林芝市委党校第十批驻村工作队的大力协助和

董事会的用心经营下，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改进加工工艺、精选优质布

料、设计广告词、提升包装质量、扩大市场调研、加大市场推广，依托帮玛

村高海拔牧场产出的“细、软、净、暖”优质羊毛，生产出“海拔 3900 米”的

纯羊毛被，一经销售就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得到了各级工会组织的大

力支持，实现了生产销售“双丰收”。

今年一、二季度共销售西藏纯羊毛被 485 条，实现销售额 19 万元、纯

利润 3.4 万元，带动帮玛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20 余人，预计全年可实现

销量 2000余条。

图 为 林 芝 市 税 务 局 驻 村 工 作 队 在 双 语 夜 校 指 导 群 众 写 汉 字 。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