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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步小康路阔步小康路 幸福满高原幸福满高原
——阿里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温凯 达珍 洛桑旦增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党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以来，阿里地区各级党政组织和各族干部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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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助推脱贫攻坚，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坚实步伐，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

2016至 2020年，阿里地区累计减贫 6124户 23293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5年的 28.7%下降到 0，全

地区 139 个贫困村（居）全部退出，噶尔、日土、普兰、札达、革吉、改则、措勤 7 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892 元，阿里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2016 年、2017 年荣获全区

综合评价良好市地，2018年、2019年荣获全区综合评价优秀市地。

短短 5 年时间里，这片以高寒缺氧、地广人稀而闻名的土地，就此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

无数群众告别贫困、挺直腰板，昂首阔步在小康之路上，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一幅徐徐打开的独属

于藏西高原的幸福画卷。

产业扶贫治穷根

8 月的噶尔县，红柳花开，绿树成荫，

处处迸发着勃勃生机。

在噶尔县生态产业园里，来自左左

乡的加布正在细心地给植株绕秧。从他

熟练的手法来看，很难想象就在 4 个月

前，他还仅仅是个只会放羊的牧区汉子。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是康乐新居

的配套产业项目，总投资 9000 余万元，建

设了 215 座温室大棚，包括各类蔬菜、水

果和鲜花大棚，以及花卉展示售卖区，每

年收取租金 90 余万元，解决就业近百人，

并且还在逐年递增。群众在园区就业不

仅能赚取工资，还能接受专业培训，学到

种植技术。

“当时，我也是听乡亲说园区里能挣

钱还能学技术才过来的，来了之后非常

满意，一个月工资有 6000 元，实在找不到

比这里更好的工作了。我一定要好好珍

惜，多向老师学习，靠自己的本事改善家

里的生活。”加布乐呵呵地说道。

放下羊鞭，学到技术，种上蔬菜，领

取工资——加布的新工作新生活，实在

很不错。

近年来，阿里地区坚持正确处理好

发挥优势和补齐短板，农牧民城镇就业

和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能干会干的

关系，把建产业、兴产业、富产业作为确

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长期脱贫、增收致

富、建成小康的长久之策和固本之举，积

极培育种养业、发展文化旅游业、民族手

工业、商贸流通业等扶贫产业。

先后研究确定了“十三五”时期产业

扶贫项目 85 个，概算总投资 14.06 亿元，

2020 年 85 个产业项目全部完工，投入运

营 82个，投入运营率达 96.5%。切实发挥

产业扶贫项目带贫减贫作用，建立健全

利益联结机制，85 个产业扶贫项目利益

联结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3466人，82个投

入运营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受益脱贫群众

17499 人，实现人均增收 1960 元。2020

年 新 建 产 业 扶 贫 项 目 24 个 ，总 投 资

10274.4 万元，全部开工建设，完工 20 个，

占 83%。

通过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科

学合理谋划产业发展布局，不断培育壮大

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项目，引进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才，规范经营管理，扩大经营

规模，提高产品产量质量，产业扶贫逐渐成

为了脱贫群众持续增收致富的“稳定器”。

易地搬迁挪穷窝

推开确达位于噶尔县易地扶贫搬迁

点康乐新居的家门，一应俱全的家具电

器，精心装修过的墙壁、地面和阳光房映

入眼帘，小康气息扑面而来。

过去的确达是改则县物玛乡达热村

的一个普通牧民，一家五口人挤在帐篷

里，靠着不多的牲畜勉强维持温饱，一年

到头收入不到 1 万块钱。常年没有电，用

水得自己到河里挑，特别是在冬季，日子

过得格外艰难。

2017年，确达一家的命运发生了重大

转折。这一年，他们全家搬入了易地扶贫

搬迁新居，并在政府的安排下，确达在阿里

地区工商联当起了保安，妻子也在康乐新

居合作社里找到工作，夫妻俩一年下来有4

万多元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

好了。

“在搬入新房子以后，我就知道苦日

子已经远去，小康生活真正来到了我们

家。”确达由衷地说道：“现在也有稳定的

收入，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一

定要在工作岗位上多做一些实事，回报党

和政府，为阿里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不仅是确达，全地区越来越多的农

牧民群众都搬进了一套套宽敞明亮的新

家，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
“十三五”以来，阿里地区统筹规划

安置点布局、民居设计、配套建设、村容
村貌和产业发展，整合资金 11 亿元建成
30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成安置住
房 19.23 万平方米。2019 年 7 月，2101 户
7786 人全部搬迁入住。配套建设完成 40
个产业项目，投入运营 38 个，与 5593 名
搬迁群众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

居与乐业并重，制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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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指导各县做好易地扶

贫 搬 迁 后 续 扶 持 工 作 ，深 入 调 研 确 定

2101 户 7786 人到人到户精准帮扶措施。

大力推进“十项提升工程”和商业网点、

便民超市、集贸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提升安置点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

同时，建立健全安置点党组织和自

治组织，加强社区治理，提升服务管理能

力。阿里地区 30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中，新成立居委会 4 个，新设便民警务站

2 个，新建党组织 13 个和依托当地原有

10 个党组织对搬迁群众进行日常管理服

务，并通过集中宣讲、走村入户等形式开

展政策宣传、思想引导，切实让搬迁群众

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变农牧民为城

镇居民，实现从“要我搬迁”向“我要搬

迁”，“要我管理”向“我要管理”转变，易

地扶贫搬迁群众思想稳定、生活幸福、安

居乐业。

转移就业促脱贫

在札达县底雅乡食堂里，人们总会看

见女厨师次仁桑姆忙碌的身影。她做出的

饭菜美味可口，得到全乡干部职工的一致

认可。

曾 经 次 仁 桑 姆 是 当 地 的 一 名 贫 困

户，苦于没有一技之长，始终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当地政府得知她的情况，推荐

她参加了札达县组织的在河北邯郸进行

的第三期酒店餐饮培训，并顺利取得了

中式面点师五级证书，到底雅乡食堂当

上了专职厨师。

“现在我每年收入超过了 3 万元，成

功实现了脱贫，为家里减轻了很大的负

担，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从什么都不会的

普通农牧民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厨师，我

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提

高自己的厨艺，为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次仁桑姆开心地说道。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阿里地区始终

把就业工作作为“六稳”“六保”工作之

首，以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为目的，以

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就业

能力为出发点，不断提高就业服务质量，

以搭建就业平台，创造就业机会为突破

口，不断提高就业工作水平，有力地促进

了全地区就业局势和社会的稳定。

阿里地区成立了由地委、行署主要领

导挂帅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

议对做好就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

了工作思路，为工作开展提供了组织保

障。地区人社局多次深入 7 县开展实地

调研，结合各县区实际确定了就业目标任

务，将就业目标任务、责任落实到具体县

和人，形成了阿里地区就业工作层层推

进、层层落实的良好局面。

2016—2020 年，全地区累计举办各

类 农 牧 民 技 能 培 训 班 486 期 21532 人

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8275 人次；

培 训 后 实 现 就 业 8562 人 次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2578 人 次 ；转 移 就 业

41356 人 次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群 众

13362 人 次 ，实 现 创 收 3.49 亿 元 。 落 实

地县级干部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

2016—2020 年 累 计 实 现 2252 名 阿 里 籍

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全就业，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265 名。

通过扎实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和

“以工代训”培训，积极强化思想宣传引

导，挖掘一批通过转移就业实现增收致

富先进典型让次仁加布、嘎日等脱贫群

众现身说法，教育引导脱贫群众转变思

想观念和就业观念，有效激发脱贫群众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苦干实干的积极

性，提高稳定就业率，实现脱贫群众从

“要我脱贫”向“我要发展”转变。

千 淘 万 漉 虽 辛 苦 ，吹 尽 狂 沙 始 到

金。今天的阿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

时期，那些励志而感人的

脱贫典型故事，还在

不断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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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狮泉河镇康乐新居鸟瞰图。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扎

西罗布 摄

图②：普兰县普兰镇吉让居委会加

兴组群众贡觉卓玛（右一）在现代农牧

业 示 范 基 地 里 认 真 学 习 桃 树 剪 枝 技

术。 本报记者 温凯 摄

图③：噶尔县鲁玛村嘎玛拉姆一家

喜领边境小康村新居钥匙。

本报记者 温凯 洛桑旦增 达珍 摄

图④：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

业园。 本报记者 温凯 摄

图⑤：噶尔县昆莎乡噶尔新村康道

合作社向贫困群众发放分红。

本报记者 温凯 摄

图⑥：革吉县盐湖乡羌麦村通过成

立益民合作社，成功带动群众从事多种

产业。图为该村群众在妇女手工编织

厂务工。 本报记者 温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