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1年 7月 20日 星期二

主编、责编：杨念黎 实习生：白玛拉姆6

凝 心 聚 力 谱 新 篇
——党建引领阿沛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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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村位于工布江达县城东 5 公里、

318 国道旁。近年来，阿沛村以党建为引

领 ，创 新 提 炼 出“ 党 建 立 村 产 业 强 村 旅

游富村”发展思路，率先实施了易地扶贫

搬迁政策，突出旅游服务业重要地位，多

渠 道 培 植 集 体 经 济 。 善 于 调 动 党 员 、村

干 部 干 事 创 业 热 情 ，逐 步 形 成 村 干 部 带

头谋出路、户长带头干事、党员群众积极

参与的干事创业局面。在阿沛村党支部

的 带 领 下 ，阿 沛 村 先 后 被 评 为 自 治 区 级

“文明村镇”“生态文明村”“党建示范村”

及“旅游示范村”。

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焕新生

一直以来，阿沛村始终致力于在抓党

建促脱贫攻坚伟大历程中发挥基层党组

织 战 斗 堡 垒 和 共 产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以实际行动感党恩、颂党情。

不过，2000 年以前，阿沛村和阿沛庄

园 还 位 于 次 久 山 腰 旧 址 ，遭 受 着 泥 石 流

滑 坡 和 塌 方 的 威 胁 ，距 离 318 国 道 较 远 ，

交 通 十 分 不 便 。 整 村 搬 迁 实 施 以 后 ，在

驻 村 工 作 队 协 助 下 ，阿 沛 村 党 支 部 创 新

提 炼 出“ 党 建 立 村 产 业 强 村 旅 游 富 村 ”

发展思路，奉行“吃水不忘挖井人”理念，

弘 扬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铭 记 党 和 政 府 创 造

的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瞄准村内产业

发展，致力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发展壮大

村 集 体 经 济 ，带 动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增 收

致 富 。 打 好“ 阿 沛 故 里 ”旅 游 牌 ，通 过 推

出阿沛庄园参观，带动精品民宿、藏式餐

饮 等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快 速 发 展 ，不 断 提 升

“ 阿 沛 故 里 ”知 名 度 。 同 时 ，在 村 集 体 经

济 建 设 和 管 理 中 ，注 重 突 出 组 织 优 势 。

阿 沛 村 民 俗 演 艺 厅 和 藏 餐 馆 采 取“ 村 干

部 +双 联 户 ”管 理 模 式 ，在 自 然 村 划 分 4

个联户单位，每月安排 1 名村干部和 1 组

双 联 户 作 为 总 带 班 ，双 联 户 单 位 家 庭 安

排 1-2 名劳动力参与民俗演艺厅和藏餐

馆 的 经 营 劳 作 ，每 季 度 进 行 一 次 绩 效 评

比，按照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原则进行公

平分配，并对患有重大疾病的村民、五保

人员进行直接分红。

扶持发展村内项目
集体经济促产业强村

“大伙要想富，关键靠项目”，扶持发

展 壮 大 村 内 产 业 ，特 别 是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是阿沛村增强自身产业造血能力、顺

利实现整村脱贫的有力举措。

阿 沛 村 早 先 注 重 项 目 引 进 ，破 解 村

内 群 众 就 业 难 问 题 ，借 助 紧 邻 318 国 道

和 县 城 商 圈 的 区 位 优 势 ，先 后 引 进 利 众

藏香、藏式木制品加工等非公企业，但实

际为村内解决就业和带动村集体增收的

效 果 不 明 显 。 后 来 ，阿 沛 村“ 两 委 ”班 子

想到通过土地流转方式为引进企业解决

用 地 难 题 ，为 农 闲 时 的 村 内 群 众 创 造 就

业，带动村内旅游项目发展。2017 年，经

阿 沛 村 村 民 代 表 会 议 决 定 ，尝 试 将 土 地

流 转 给 镇 政 府 ，用 于 建 设 全 镇 扶 贫 产 业

项 目 高 效 温 室 大 棚 ，按 照 每 亩 500 元 的

标准，每年补偿村集体 3500 元。

阿 沛 村 的 妇 女 们 心 灵 手 巧 ，38 名 妇

女群众自发组建阿沛妇女手工艺品加工

合 作 社 ，利 用 不 参 与 阿 沛 演 艺 厅 和 藏 餐

馆 的 剩 余 妇 女 劳 动 力 开 展 藏 式 手 工 编

织，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品质优

良 、特 色 凸 显 ，有 羊 毛 毯 、坐 垫 、香 囊 、香

盒 、纸 抽 盒 、果 盘 等 等 ，产 品 远 销 其 它 地

市 ，每 户 群 众 每 年 增 收 达 3000 余 元 ，阿

沛村的妇女为全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谱写了“巾帼”篇章。

推出“阿沛故里”旅游
带动产业促群众增收

阿 沛 村 是 阿 沛·阿 旺 晋 美 同 志 的 故

里 。 阿 沛 村 深 入 挖 掘 这 一 历 史 ，推 出 和

打 造“ 阿 沛 故 里 ”旅 游 参 观 点 ，通 过 传 播

名人事迹和维护旧址原貌吸引区内外大

量 游 客 ，带 动 精 品 民 宿 、民 俗 演 艺 、特 色

藏餐等村集体经济项目不断发展。

2012 年 开 始 ，在 福 建 泉 州 援 藏 工 作

组协助下，全村启 动“ 阿 沛 故 里 ”旅 游 项

目 打 造 工 作 ，先 后 投 资 150 万 元 ，建 成

阿 沛 民 俗 演 艺 厅 、藏 餐 馆 、休闲林卡、闽

源 宾 馆 等 村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及 停 车 场 、公

厕 等 附 属 基 础 设 施 ，总 占 地 面 积 2800 平

方 米 。 该 项 目 投 入 运 营 后 ，每 年 为 村 集

体 创 造 收 益 70 万 元 ，覆 盖 38 户 216 人 ，

每 年 每 户 分 红 达 7000 元 。 2016 年 ，村 党

支 部 宣 传 委 员 、妇 女 主 任 德 庆 旺 姆 和 纪

检 委 员 、村 委 会 副 主 任 阿 布 率 先 开 办 家

庭 旅 馆 ，随 后 带 动 17 户 群 众 一 起 开 办 ，

每 户 年 收 益 达 6 万 余 元 。 2017 年 ，借 助

村 级 组 织 活 动 场 所 标 准 化 建 设 ，阿 沛 村

新 修 建 村 级 组 织 活 动 场 所 办 公楼，总投

资 180 万元，总面积 600 平方米。在广东

中 山 援 藏 工 作 组 帮 助 支 持 下 ，打 造 了 阿

沛文化陈列 馆 ，进 一 步 丰 富 整 村 旅 游 文

化 内 涵 。 在 工 布 江 达 县 教 体 局 帮 助 下 ，

全 村 对 旧 响 箭 场 进 行 改 造 提 升 ，总 投 资

近 30 万 元 ，占 地 近 600 平 方 米 ，“ 露 天

场 ”换 成“ 阳 光 棚 ”，不 断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体验。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近日，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在达孜区

塔杰乡举办西藏自治区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试点示范现场演示

会。

技术人员详细讲解了植保无人机的性能、基本参数、技术规程

及发展优势，并现场演示了植保无人机农药喷洒作业。

通过此次无人机植保社会化服务试点示范现场演示会，让广

大农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充分了解了植保无人机的作业效率、作

业效果、节药节水、作业安全等独特优势，有利于解放农牧民劳动

力，为达孜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奠定技术基础，也为加速推进

达孜区高效植保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高效植保机械化水平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乡村人才的

振兴，乡村振兴就缺乏支撑。近些年，曲水

县着眼于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加大农民

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

育造就了一支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

求的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

“十三五”以来，曲水县对乡村振兴工

作深入展开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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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生活富裕。

江村第一书记巴桑次仁介绍说：“为了

让农牧民有技在身，依托蔬菜基地产业优

势，我们还对村民进行了相关培训。此外，

南木村羌嘎宾顿手工编织合作社自 2012年

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对村里的群众进行不

定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民族手工、藏式木

匠等。”

来自江村的尼玛今年在茂腾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租了 70 余亩的地种植蔬菜瓜果。

她告诉记者，自己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后，

熟练掌握了蔬菜瓜果的种植技术。

“我们一开始投资了 7 万元，这几年已

经卖出十几万元的产品。”育苗棚内，绿色

的牛蒡充满生机，也为尼玛带来了甜蜜的

希望。

从江村出发，穿过才纳大桥，再前行

一段距离，在高速路旁，曲水县才纳乡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就在不远处。才纳园

区的阿乃告诉记者，自己跟岗实训了一年

便掌握了所教的技术，如今负责园区 70 亩

地的种植。

“虽然已经掌握了全套的种植流程，

但 只 要 有 培 训 的 机 会 我 还 是 会 积 极 参

加。如今社会发展这么快，我必须紧跟上

时代的步伐。”阿乃说。

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思想

开放、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能将所学的知

识与专业技术主动应用于农业生产，从而

使农业生产的质量得到了实质性提升。

截至 2020 年底，曲水县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 200 人，其中种植 100 人、养殖 100 人，

净土健康产业已初步实现由民生产业向

强县富民产业的跨越，2019 年净土健康产

业 产 值 达 45 亿 元 ，直 接 培 训 农 牧 民 群 众

1200 人次，为贫困农牧民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 2000 余个，促进农牧民年均增收 15000

元。

达孜区推介无人机

植保社会化服务

堆龙德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斯宇）根据堆龙德庆区委区政府“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有关要求，近日，堆龙德庆区农技推广站组织技术

人员赴马镇朗巴村包村点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群

众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难题。

活动中，农技推广站组织农民开展了农作物栽培暨农药使用技

术现场培训，把先进的农业科技送到田间地头。针对当前气候和生

产特点，对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高产种植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详细解答了种植户的技术疑问，培训内容全面丰富，有

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据悉，参加现场培训会的人员共 30 余人，参加培训的农民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技术，也为我区粮食生产工作提供坚实

基础。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为巩固拓展那曲市色尼区古露镇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近日，建行西藏分行在古露镇彭让村举行

了太阳能到户供电项目捐赠仪式。 本次捐赠太阳能供电设备价值

约 40 万元，为解决彭让村 110 户村民生活用电和新建村文化室的生

活生产用电作出了贡献。

据悉，自开展驻村工作以来，建行西藏分行认真履行国有大行

责任担当，结合帮扶村实际，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驻村点彭让村陆续协调落地了五十万元牦牛育肥基地、十万

元牧民驾校培训等项目；同时，建行西藏分行还通过多种途径累计

向各驻村点总投入一千余万元，共计带动 67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2976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夏 日 ，走 在 嘉 黎 的 乡 村 ，清 爽 安 逸 、

草长莺飞，一幅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色浮

现在眼前。

多年来，嘉黎县始终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积极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调度工作。10 个乡

（镇）122 个行政村（居），整治农村生活垃

圾 共 计 501.7 吨 、清 理 农 村 白 色 垃 圾

236.86 吨，清理村内水塘 95 处、清理河道

和湖泊 387.5 公里，清理村内淤泥 8.1 吨，

清理村内残垣断壁 27 处、村内废旧机械

14 辆，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废弃物 57.72

吨，发动群众投工投劳 18196 人 71 次，清

洁卫生死角 1348 处。开展进村入户宣传

1003 场次涉及 24619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355 份，张贴宣传标语 814 条。

从 前 的 房 屋 ，厕 所 是 蹲 坑 ，一 年 四

季，臭气熏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

想观念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现代

化的厕所引进家中，在便捷的同时，很大

程度提升了生活质量。

据 悉 ，嘉 黎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共 计 投 资

872000 元 ，用 于 农 村 进 行 改 厕 工 作 。 目

前 ，农 村 户 籍 户 数 共 计 6751 户 ，2019 年

底 拥 有 农 村 卫 生 户 厕 的 936 户 ，2020 年

完成户厕改造 113 户。

如 何 更 好 地 处 理 农 村 垃 圾 ，也 是 迫

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多年来，嘉黎县农

业农村局多措并举，大力开展农村生活

垃圾、污水治理和管护机制建设工作，设

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村庄 102 个，配置运

转车辆 18 辆，配置清扫工具 54 套，建立收运体系的村庄 1 个，农

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管控的村庄 122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内容纳入村规民约的村庄 122 个, 建立村庄保洁机制，有固定保

洁人员的村庄 122 个，村庄保洁员共有 488 名。

从前光秃秃的田地摇身一变成了绿意盎然、充满新意的以绿

为底色的广阔大地。嘉黎县 10 个乡 122 个行政村编制了乡村建

设 整 体 规 划 。 122 个 村 庄 农 牧 户 生 活 与 生 产 基 本 实 现 人 畜 分

离。88 个村庄实现村内主要道路硬化，79 个村内主要道路实施

绿化，21 个村的主干道和公共场所照明设施齐全。

环境美了，村民的观念也得到转变。依托生态增收致富，成

为他们下一步打拼幸福生活的目标。

学 技 能 赢 未 来
——曲水县探索新型农民技能培训新模式

本报记者 刘斯宇

建行西藏分行向色尼区

彭让村捐赠太阳能供电设备

那 曲 市 聂 荣 县 多 举 措 推 进 脱 贫 县 区 的 发 展 和 农 牧

民生活改善，落细落实乡村振兴各项政策，做好乡村振

兴工作。

上图：聂荣县尼玛乡旅游小康新村。

下图：聂荣县干部职工利用闲暇时间在文化活动室

打篮球。

本报记者 万靖 曲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