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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创业的新时代农民
——记洛隆县德康社区致富带头人成林巴桑

本报记者 周婷婷

奋楫扬帆绘就乡村新画卷
——拉萨市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稳有序转型

本报记者 刘斯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转移”。随着“十三五”的完美收官，当前

“三农”工作重心已由集中脱贫攻坚历史性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拉萨市将

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发扬脱贫攻坚

伟大精神，乘势而上、开拓奋进，接续谱写

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巩固脱贫成效持续提升

拉萨市 44162人脱贫，全市建档立卡贫

困 群 众 动 态 清 零 ，历 史 性 消 除 了 绝 对 贫

困。截至 2020 年，建档立卡户人均纯收入

达 到 13741 元 ，较 上 年 同 比 增 长 15.07%。

生活保障上，精准解决了贫困群众吃水难

问题、贫困群众子女入学问题、贫困群众医

疗保障问题、贫困群众住房安全问题；产业

扶贫上，2020 年计划实施产业项目 82 个，

已全部开工。全市共有 17 家龙头企业参

与产业扶贫，带动 3291 户贫困人口增收致

富；易地扶贫搬迁上，全市已建成安置点 32

个，实现 22979名群众搬迁入住。

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优

先任务。没有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

乡村全面振兴就失去了基础，拉萨市在“十

三五”期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实现了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平稳有序转型。

人才振兴工作稳步推进

走进当雄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工作室，只见各类机器正在有序运作，而

旦增看着电脑屏幕，关注着情况。

2016 年毕业的旦增如今在净土公司负

责 机 械 管 理 ，主 要 包 括 机 械 的 运 行 与 保

养。他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工作 3 年多了，

一个月工资有 5000 元。“每年都会有分红，

如今公司的效益越来越好，分红也越来越

多了。为了让我们有技在身，公司每年也

会不定期对我们进行业务培训。”旦增说。

乡村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

键。长期以来，由于基础薄弱，农牧区发展

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

益凸显，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着许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

近些年，拉萨市持续加强“1+3”队伍建

设，大力吸纳和引进各类农牧区人才，进一

步加大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支农、支教、

支医、扶贫的工作力度，积极鼓励和引导各

类人才到农牧区工作，切实壮大农牧区人

才队伍。全市大力培育本土科技人才，实

施“实用技能人员培育工程”，精准开展本

地实用技能人员培育工作。开班培育项目

27 期，涉及培育对象 1098 人。投入 306 万

元，认定高素质农牧民 1020人。

赓续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走进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入眼可见是

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楼房，地面干净整洁。

阳光下，江村一片和谐美好的景象。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

丽乡村建设由点到面加快推进，城乡协同

发展的美好画卷缓缓铺展。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最宝贵的财富，农

村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农牧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质量。“十三五”期间，江村坚持以硬件

建设为基础，健全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明确

“三清”“五改”“五有”“五化”措施，着力改

善群众生活，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江 村 第 一 书 记 巴 桑 次 仁 介 绍 说 ，从

2019 年 8 月起，江村开始进行“厕所革命”，

到 2020 年 8 月，旱厕已经全部改造完毕。

此外，为处理生活污水，江村还修建了一

个污水处理厂，每天能处理生活污水 130吨

左右。

为了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还修建了

两个广场，主要用于青少年运动和老年健

身。闲暇时间，巴桑次仁会和村民一起打

打篮球，看看老年人跳健身操，生活别提多

惬意。

为推进脱贫攻坚与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有 效 衔 接 ，拉 萨 市 召 开 市 级 专 家 评 审

会 18 次 ，审 查 村 庄 44 个 ，并 试 点 推 进 。

启动墨竹工卡县日多乡、扎西岗乡、扎雪

乡 ，3 个 乡 7 个 自 然 村 组 建 设 ，涉 及 群 众

296 户 1639 人。截至目前，房屋新建、环境

提升、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已基本完工，

大部分群众已入住。后续计划共计 40 个

村（居），涉及 12801 户 52949 人，主要开展

农牧民的农房 新 建 、改 造 提 升 及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等 重 点 内 容 ，实 现“ 八 到 村 ”

“ 村 十 有 ”，逐 步 实 现“ 十 到 户 ”的 目 标 ，

打 造 全 市 乃 至 全 区 乡 村 振 兴的示范村、

样板村。

洛隆县位于昌都市西部，有着“藏东粮仓”的美誉。这里盛产

优质青稞，种植青稞自然成为当地人主要的经济来源，成林巴桑一

家过去的主要收入就是靠种植青稞。

但在成林巴桑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对绘画的喜爱。课外

之余，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拿着树枝在地上涂涂画画，这个爱好最终

让他的生活不再只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由于长期的坚持，成林巴桑在 10 多岁时就有了较好的绘画基

础，后来又跟着哥哥学习唐卡绘画技艺，在 20 多岁时已能独自进行

墙体彩绘工作。农闲时，成林巴桑靠着自己的绘画手艺到各地去

做藏式墙体彩绘工作。

吃苦耐劳、手艺又好，很多亲朋好友都愿意给成林巴桑介绍活

儿，他也越走越远。虽然收入可观，但由于长期在外务工，成林巴

桑无法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妹妹，而且妻子照顾一家人很是吃力，

他最终选择回到洛隆。

回乡后，墙体彩绘的活儿逐渐变少了，再加上越来越多人选择

用 木 材 装 饰 条 代 替 传 统 彩 绘 ，成 林 巴 桑 一 度 陷 入 无 事 可 做 的 境

地。好在，学习能力强的他在电视上看到木雕产品，新生兴趣，便

开始一边看视频一边自学。

怀着一腔热忱，成林巴桑的木雕技艺越来越娴熟，作品也被越

来越多人接受和喜爱。2017 年，他在自家二楼成立了工作室，制作

各类木雕产品。除了木雕，成林巴桑还会抽时间去河边、山坡上去

捡石头，精心制作成石雕产品。

慢慢地，成林巴桑有了些名气，周边一些人主动上门求教。成

林巴桑也不拒绝，还免费把自己所掌握的绘画、雕刻技术教给他

们。

“前前后后教了十多个人，有一半现在也靠这些技术生活。只

要有人愿意学，我觉得都应该认真教。我曾经也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得到了政府很多帮助。”成林巴桑希望自己掌握的技术能给更

多人带来收入。

2019 年，成林巴桑在德康社区临街处租了个门面，专门卖木雕

摆件、石雕摆件。但成林巴桑并不满足于现在的手艺，这段时间他

从抖音上看到一个北京雕刻艺人的作品，很是震撼，希望能跟着系

统学习。

德康社区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得知情况后，十分支持，主动联系

上那位艺人，表明心意后，对方表示也欢迎成林巴桑到北京去学习。

其实，除了绘画、雕刻，在德康社区，成林巴桑还是个热心肠的

“万能手”。修摩托车、修拖拉机、修音响……只要有事，大家都想

着找成林巴桑帮忙。而这些技术，多半都是成林巴桑自学而来，他

努力让自己不仅仅是一名农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成林

巴桑的人回到家乡，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带领农民走向富

裕之路。相信会有更多的地方打好乡情牌、亲情牌，完善相关政策

扶持措施，鼓励引导在外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乡村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关心人、培养人、

发展人的重要职能，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

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

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区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改革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提供了

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适应新时代教育以及社会发展实

际，在西藏开展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尤为必要。依托西藏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对西藏大

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维护祖国统

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之路，也是铸牢

大中小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要按照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进行总体设计，对大中小学各

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同步设计和

一体规划，在保持整体性、关联性的同时，

使不同教育学段体现各自教育特点有机衔

接，以实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育人

目标。当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

西藏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需

要进行深入探索。

要深入推进教材内容一体化建设。教

材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开展西藏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要

紧密结合西藏特殊历史文化及学校办学特

色，在坚持使用国家统编思政教材授课的

同时，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特别是

在贯彻好基础教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的同时，也要落实好高等教育阶段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

体化的纵向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遵循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把民

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反分裂斗争的内容

科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之中。

要 加 快 开 展 教 师 队 伍 一 体 化 建 设 。

西藏大中小学在校内核定编制时，应充分

考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配备需求，严格

按照《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队伍建设规定》《关于加强新时代少先

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等精神，核定

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并配齐到

位。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由班主

任 或 相 关 课 程 教 师 兼 任 ，小 学 党 组 织 书

记、校长、德育主任、大队辅导员等领导管

理人员应在培训合格后兼任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初中、高中在配齐专职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同时，实行好中小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师制度。要合理

分配西藏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

教师比列，尤其是培养一批具有儿童心理

学知识储备专业小学思政课教师，充分解

决小学阶段没有思政教师或由其他学科

教师代思政课的问题。大学思政课教师

要坚持学术引领，通过教学与科研活动，

传播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帮助大学生

澄明思想困惑。当然，构建各学段思政教

师的一体化互动，建立跨学段的教学、备

课、研修机制同样意义重大，以实现各学

段思政课教师之间的有效交流与互通。

要积极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

要建立相关机制，明确大中小学思想政治

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的主体部门，统一规划、

整合资源、协同推进西藏大中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一体化的工作。在积极搭建各学

段思政课教师学习交流互动研讨的立体化

平台的基础上，实现教学信息资源互联互

通、教学经验方法互学互鉴，提升协同意识

和协同质量。同时强化统筹协调，制定科

学系统的制度体系，明确思政教育的整体

目标，提高思政育人系统化水平。

要科学构建一体化教育成效评价体

系。基于学生身心成长发展具有阶段性和

连续性相统一的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育成效评价也应遵循学生发展的特点，进

行统一设计。一方面，将思想政治理论课

有机融入评价体系，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注

重形成性评价；另一方面，要将综合评价方

式向初中、小学和大学延伸，建立大中小学

综合素质一体化全程评价机制。要通过对

西藏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涉及的

各个要素进行全面筛查，科学合理地设计

出一以贯之的评价方法，真正对学生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情况作出有效评价，并

为以后的教育提供方向。

总而言之，西藏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一体化建设，要坚持不同学段育人目

标的统一性、前瞻性以及协调机制，做好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教育目标、

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方法、教育管理和

评价等方面的合理衔接。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

西藏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思考
王丹 王少明

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高度重视人居环境整治，通过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推动“厕所革命”和垃圾分类等多项措施，持续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以更加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推动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新建成的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章达村新貌。

本报通讯员 洛桑克珠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乡村新面貌

本报巴宜电（记 者 张猛 通 讯 员

杨玉强）近期，巴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

辖 区 老 排 龙 境 内 的 川 藏 铁 路 开 工 建

设，当地以此为契机，以“引导我乡农

牧民就近就便有序参与铁路基础设施

建设，增加当地群众工资性收入”为目

标 ，积 极 对 接 林 芝 中 源 工 程 机 械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及 时 召 开 专 题 会 议 研 究 部

署，以“三举措”工作方法，为农牧民增

收保驾护航。

保障有序用工。为保障科学有序

用工、出车，更章门巴民族乡党委成立

以 乡 党 委 副 书 记 、人 大 主 席 为 组 长 的

协 调 领 导 小 组 ，并 下 设 以 扎 曲 村 支 部

书 记 为 队 长 、各 村 代 表 为 副 队 长 的 车

队领导小组，统筹安排 120 余台车辆的

出车事宜，吸纳 100 余人就业。领导小

组进行分工配合，1 人负责安排更章至

排龙的运输用车，1 人负责安排易贡至

排龙的运输用车，2 人负责管理小工用

工秩序，2 人负责安排挖机和装载机出

车事宜，领导小组的运作管理，保障了

有 序 规 范 用 工 用 车 。 截 至 目 前 ，领 导

小组统筹用工 500 余人次，出动大车、

挖机等机械 230 余次，运输砂石 60000

立方。

保障和谐用工。为保障此项工作

安 全 有 序 进 行 ，车 队 领 导 小 组 及 时 了

解 工 作 人 员 的 思 想 动 态 ，掌 握 工 作 人

员 之 间 的 矛 盾 纠 纷 隐 患 ，并 抓 早 抓 小

调 处 化 解 。 对 不 守 规 矩 插 队 等 行 为 ，

进行思想教育，或取消当天出车安排；

车队解决不了的矛盾，由乡党委、政府

出面解决，达到了“小事不出车队，大事不出更章”的目标。用工

以来，领导小组共排查矛盾纠纷 30 余次，成功调处 20 余起，确保

了“无矛盾激化、无民转刑案件、无群体性事件”，保障了工作和谐

正常运转。

保障安全用工。坚持“人民生命安全至上”的理念，车队领导

小组采取早上检查和晚上宣传教育的方式，坚持每天出车前对车

队进行安全检查，查看车辆状况以及驾驶员是否饮酒、是否疲劳

驾使等。同时，经常性地开展宣传教育，严禁工作人员入林生火、

入林吸烟，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防止森林火灾。截至目前，共宣传

安全知识 200 余次，无用车用火事故，工作人员安全意识进一步

提高，确保了安全有序用工。

“三举措”工作方法，为这次更章乡农牧民有序参与铁路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增收致富保驾护航，截至目前，直接为更章乡农牧

民增收约 800 万元，老排龙用工现场呈现出了一幅和谐有序、热

火朝天的画面。

巴
宜
区
更
章
乡

﹃
三
举
措
﹄
为
农
牧
民
增
收
保
驾
护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