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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宽阔的村道两旁，一座座弧形的蔬菜

大棚整齐排列，丝瓜、苦瓜、西红柿、辣椒等蔬菜长势良好。

江村位于拉萨河谷地带 ，距离拉萨市区 30 公里、曲水县 20 公里、贡嘎

机场 20 公里。近年来，江村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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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良好的区位优势，江村“两委”引进曲水净植茂腾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规划建设现代蔬菜优质高效生产示范园区，全力打造“蔬菜村”。据介

绍，目前全村蔬菜种植温室 1700 余亩，种植蔬菜 40 余种，年产蔬菜 2000 万

斤，产值 4000万元。

为了实地培训农牧民群众，带动种植户增收，江村“两委”实施“公司+

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建成果蔬交易市场、成立蔬菜协会等，发展蔬菜生

产、净菜加工、保鲜冷藏、配送销售等蔬菜延伸产业，带动群众全产业链参

与蔬菜产业。目前，参与蔬菜产业的人员达到 70余人。

在全力打造“蔬菜村”的同时，江村借助当地传统文化元素，发展起藏

戏表演（藏戏之家）、民族手工（多彩阿佳）、民族绘画（彩绘之家）、藏式木匠

（木匠之家）、果蔬经营（果蔬能手）五类能工巧匠工坊。截至去年 9 月份，藏

戏队（共 22 人）演出 7 场次，排练和演出时间共计 40 天，人均增加收入 6000

元；全村外出务工 300 余人，主要包括石匠、木匠、泥工、藏式彩绘、机械司机

等技术工人，年收入 5 万元以上；就近就便就业 400 余人，人均年增收 1 万元

左右。

一业主导、多业发展。江村统筹发展林业经济、藏鸡养殖、采砂采石、

粮油加工等乡村产业，并依托蔬菜产业、藏戏产业、优美环境的特色优势，

走文旅结合、产旅结合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子。目前，村集体经济累计达到

480万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显著提高。

“以前我们只知道种些粮食 、放牧，日子过得简简单单。现在大家可以

通过种菜、发展手工业、绘画等产业来提升村庄的知名度 ，过上更好的生

活。”江村村民琼巴珠说道。

打牢基础 凝聚人心

基层党组织担负着推动发展、服务

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要责任，

是团结带领党员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战斗堡垒。

长期以来，卓德村“两委”班子高度

重视基层党组织这个基层基础，充分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和 基 层 组 织 的 战

斗 堡 垒 作 用 。 2021 年 上 半 年 ，全 村 47

名党员累计开展各类宣传宣讲 30 余场

次 ，开 展 文 艺 活 动 4 场 次 ，召 开 村 民 大

会 、支 部 会 议 、党 员 大 会 10 余 次 ，组 织

全村打扫卫生 7 次，为全村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高效落实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

障。

为了让村民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

气，卓德村“两委”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针对本村打架闹事、陈规陋习

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做到

更加符合卓德村实际、更加满足群众实

际需要，确保了全村生产生活更加有秩

序、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各项工作开

展更加规范高效。

好组织是保障，好党员是模范。今

年 70 多岁的老党员顿久，在卓德村先后

担任过村小组组长、村委委员、村委会

主任等职务。工作上，他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找水源、拉水渠，维修、翻建村

糌粑磨房和教学点，带领群众解决了一

个又一个困难。闲暇之余，顿久还始终

保 持 着 手 工 缝 制 国 旗 的 习 惯 。 自 1971

年起，50 年的时间里，他累计缝制国旗

200 余 面 。 顿 久 的 先 进 事 迹 ，感 召 和 激

励 了 全 村 群 众 ，推 动 形 成 了 全 村 讲 文

明 、讲 团 结 、爱 家 庭 、爱 生 活 的 良 好 习

惯。

在 卓 德 村“ 两 委 ”班 子 的 坚 强 领 导

下，在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下，卓德村农

牧民群众牢固树立了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始终做到开放包容、

干净整洁、团结友善、互帮互助，用勤劳

的双手创造了卓德村经济发展、卫生改

善和社会稳定的新局面。

转变观念 脱贫致富

物质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

来，卓德村“两委”以“志智双扶”和“转变

观念”为抓手，切实在增强群众致富信

心，拓宽群众致富门路上下功夫，采取走

村入户和集中宣讲的方式，用身边事激

励身边人。

2016 年，德吉措姆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当年全家人均年收入仅为

2000 余 元 。“当 时 我 们 思 想 观 念 比 较 落

后，不愿外出务工，只有牧业收入，只能

勉强维持生活。”德吉措姆向记者说，“后

来，在听到邻村的老乡外出务工赚到了 4

万元，有的甚至一年能赚十几万元，这让

我有很大的触动。”于是，德吉措姆经过

一番思量后，决定带着弟弟外出务工，

2020 年两人在外务工挣到了 6 万余元，加

上牧业收入，相比前几年人均收入翻了

10倍有余。

同村的古桑曲吉一家因为人口多、

劳动力少，而成为卓德村最贫困的家庭

之一。但是性格要强的她，不顾身体的

缺陷，勇于挑战命运的安排。2010 年，她

毅然前往拉萨学习裁缝手艺，经过几年

的努力奋斗，古桑曲吉终于在拉萨有了

自己的裁缝店，她和两姐妹负责加工，哥

哥负责将货运往各地，全家所有劳动力

均实现了就业，而她们销售的卡垫、藏式

靠垫，深受拉萨、山南等地群众的欢迎，

2020 年销售额达到了 20 余万元。

在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和

教育下，卓德村群众致富信心更足、致富

门路更宽了。如今，村里有知识、有技能

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或从事织氆氇、

做藏被、放牧等工作，大家都在靠着自己

勤劳的双手不断开创美好未来。

环境保护 利国利民

“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里 ，村 里 到 处 都 是

‘脏乱差’，做梦也没想到能变成现在这

么干净、整洁！”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村

民扎西多布杰谈起卓德村的变化，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表示对现在的生活

十分满意。

一直以来，卓德村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贯彻落实“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

家园建设者”的具体部署要求，在走好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道路的同时，更加注重

环境卫生治理、改善村容村貌。

利 用 走 村 入 户 、村 民 大 会 ，村“ 两

委”班子、驻村工作队和“双联户”户长

与 百 姓 讲 政 策 、聊 发 展 、讲 卫 生 ，广 泛

动 员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到 人 居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行 动 中 。 通 过 开 展 爱 国 卫 生 运 动 ，

卓德村每年对全村 75 户家庭环境卫生

进行“评差奖优”，提高村民环保意识，

鼓 励 村 民 继 续 保 持 良 好 卫 生 习 惯 ，进

一 步 增 进 了 干 群 关 系 ，提 升 了 环 境 卫

生水平。

从漠不关心村居环境到主动参与环

境整治，从不重视家庭卫生到自觉主动

地讲文明爱生活，群众观念的转变和“四

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人心，

让 卓 德 村 的 人 居 环 境 有 了 跨 越 式 的 提

升。

讲文明 爱生活 树新风
—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移风易俗工作亮点扫描

本报记者 史金茹

█核心提示：

卓德村，地处山南市措美县西北部，平均海拔 4580米，是一个文明、干净、整洁的小村落。

近年来，卓德村充分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改善村居面貌，美化农牧民居住环境。如今，村

庄百姓素质明显提高，乡风文明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高，美丽乡村

建设稳步推进。

近日，一辆满载 30 余名来自错高村

群众的大巴车驶向拉萨，乡亲们将接受

职业技能岗前培训，培训完成后，他们将

奔赴岷山藏地文旅同县乡村联合打造的

“错高村乡村振兴项目”上。

错高村位于林芝工布江达县，村内

有世界级自然景观巴松错。近年来，全

村进行整体搬迁，新村总投资 9300 万元，

占地 136.66 亩，总建筑面积 1 万余平米，

常住村民 57 户。错高村依山傍水，风景

秀美，自然风景宜人，旅游资源优越。经

过多次考察，充分调研当地地理环境和

旅游市场，决定引入新思维和新模式，探

出打造“最美民宿集群”的新路子。通过

整体规划确立定位，专业酒店运营保证

品质，旅行社定制线路保证客源，文旅项

目带动周边产业的多维度、全产业链“组

合拳”，保证项目“开得起，有客来，留得

住，口碑佳，村民富”。

岷 山 藏 地 文 旅 自 主 投 资 对 全 村 57

户 藏 式 民 居 进 行 装 修 升 级 ，打 造 出 160

余套高品质酒店式民宿，为保留当地原

生态生活方式，特地采取了一楼村民和

二 楼 游 客 混 居 的“ 沉 浸 式 体 验 ”模 式 。

此外，公司还携手区内两家颇具实力的

旅行社，保证每年固定客源不低于 3 万

人次。游客在游览巴松错美景的同时，

还 可 参 与 当 地 村 民 经 营 的 骑 马 射 箭 等

文 创 活 动 。 文 中 开 头 处 提 到 的 村 民 岗

前 培 训 亦 是 为 经 营 酒 店 和 服 务 游 客 所

准备。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错高村村民

不仅获得了房屋租金收入，还一次性获

得 了 岷 山 藏 地 文 旅 对 其 房 屋 的 装 修 投

入。

错高村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特别注

重保护绿水青山，提出“零污染”旅游示

范小镇，号召每一位进村游客做好环境

保护，发起“旅游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公

约”，将错高村巴松错美景完整的留给子

孙后代。

错 高 村 民 宿 集 群 的 创 新 性 打 造 过

程中，有效解决了“旅游资源保护性开

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村民百姓增

收多样化”等文旅项目中的难点痛点，

在保证项目运作成功的同时，实现了环

境保护、乡村振兴、村民致富的多赢目

标。

护美绿水青山 做大金山银山
——岷山藏地文旅助力林芝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张猛 张淑萍

深秋时节，气温虽冷，但察隅县察瓦

龙乡松塔村的石榴基地里却是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村民手持锄头忙着给石榴

除草，还有一些人拎着水桶给果树浇水。

大家时不时地凑在一起说着家乡的新变

化。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

林芝市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以特色

产业发展为抓手，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带领群众一心

一意谋发展。

依托政策优势，2017 年，松塔村种植

突尼斯软籽石榴 126 亩。同时，松塔村借

助独特的怒族文化和地理优势，发展起了

乡村旅游业。2020 年底，松塔村人均收入

达到 1.3 万余元。如今的松塔村一改过去

面貌，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断提

高，旅游经济、石榴种植产业、人居环境整

治、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成效显著，群众

幸福生活红红火火。

位于墨脱县的格林村 2018 年种植茶

园 385 亩，到 2020 年，格林村又扩种了 100

余亩茶地。此外，格林村还大力发展林下

资源种植、蜂蜜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有

经济效益的村集体经济项目从最初的茶

叶和红米到随后增加的蜜蜂养殖、食用

菌、茶园、农家乐、家庭旅馆 5 个项目，人均

收入也从 2018 年的 6750 元提高到如今的

2.15 万余元，翻了几番。红火的产业给村

民带来了红火的日子，如今的格林村像童

话一样美，家家户户盖起了两层小楼，房

前屋后花果飘香。

乡村建设行动取得明显成效、乡村面

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发展活力被充分激发、乡村文明程度得到新提升、

农牧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一个个美丽乡村蝶变的背后，正

是林芝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精准施策和深入开展。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林芝市累计投入资金 46 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实

施产业扶贫项目 660 个，全市 8895 户 3.47 万余名建档立卡群众实现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由 2015 年不到 2855 元

提高到 2020 年的 1.29 万余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实现了“两不愁三

保障”目标，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2020 年，林芝脱贫户群众人均纯收入

达 1.29万余元，是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前的 4倍。

不仅收入增加，各族农牧民群众居住的环境也在持续改善。2021 年，

林芝市以“百村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

境、治理体系、发展能力、平安乡村“六项提升”工程，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林

芝样板。

今天的林芝，乡村从里到外焕发生机，各族干部群众干劲十足，乡村振

兴根基不断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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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史金茹 周婷婷）今年以来，察雅县肯通乡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十四五”发展规划，突出乡村振兴

“主面”，坚持“富脑袋”与“富口袋”并行，推动肯通乡乡风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移风易俗变观念。肯通乡始终在“志智双扶”上下功夫，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和“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遵循四条标准、争做

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多场次全覆盖进行宣讲，受益群众达 2700多人。立

足乡情、村情，肯通乡先后完善6个村规民约，通过开展评比、检查、奖励等过程

性环节，扩大群众去除陋习参与面、提高群众去除陋习参与度；利用新旧西藏变

化、党员致富带头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以及致富能手、种养大户等事例

引导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倍增。

就业渠道再多元。肯通乡党委、乡政府严格落实好“四个不摘”政策，在

群众“吃、住、学、医”等方面开展巩固提升，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扩大

农牧民群众就业。一方面，乡党委、乡政府积极协调、对接川藏铁路（察雅段）

施工用工需求，为群众赴工地就业搭建了桥梁，累计 30余人赴施工工地就业，

月均收入 4000 元。6 辆卡车赴施工工地长期运输，收入更趋稳定。另一方

面，乡党委、乡政府按照“宜牧则牧”原则，结合牦牛三元经济杂交任务，完成

130 头犏牛经济杂交。同时，立足肯通乡纯牧区资源禀赋，新建牦牛育肥基

地，创办 3个村级集体经济、3个劳务输出队，消除了“空壳村”。

曲水县南木乡江村统筹发展乡村产业

一业主导 多业发展
本报记者 史金茹

察雅县肯通乡乡风文明向纵深发展

坚持“富脑袋”与“富口袋”并行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加

尔西村委会始终坚持拆除违建与生

态修复同步推进，通过拆违还绿、平

土复绿、造景添绿，累计覆土复耕复

绿达到 1万平方米。

图为加尔西村开展冬季植被防

寒工作。

本报记者 央金卓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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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林芝岷山错高民宿项目转移就业群众出发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