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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立起来 生活更丰裕
—在昌都基层感受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 万慧

春寒料峭，但昌都市芒康县木许乡

阿东村村民心里却是暖乎乎、美滋滋的。

前几日，县农业农村局在阿东村举行了

2021年葡萄种植总结大会暨葡萄款发放

仪式。村民们拿到了 2021年种植葡萄的

分红，174万余元的分红款发放到 115户

葡萄种植户手中，户均增收1.5万余元。

“产业振兴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

的希望，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撸起袖子

加油干吧！”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

群众对乡村振兴信心十足。

阿东村葡萄种植产业是昌都市以

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昌都市立足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和市场需求，依托“五大养殖基

地”和“七大种植基地”，实施了一大批

乡村产业，扶持发展农牧民合作组织和

龙头企业，科学编制了《昌都市“十四

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发展规划》，规划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项 目 2086 个 ，

计 划 总 投 资

207.4 亿 元 ，明

确“十四五”时

期 援 藏 资 金 重

点向乡村振兴领域倾斜。截至目前，通

过扶贫产业项目带动增收 4.99 亿元、覆

盖农牧民群众 5.56 万户 19.94 万人，累

计分红 1.66 亿元，累计就业增收 1.54 亿

元；全市 24家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

现产值 2.74 亿元，带动 1.8 万户户均增

收 4900 元；全市 360 家农牧民专业合作

组 织 实 现 收 入 3600 万 元 ，带 动 群 众

7000余户 14850人，人均增收 4880元。

牢牢牵稳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牛鼻

子”，老百姓的“钱袋子”逐渐丰裕，精神

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

2022年 1月 5日，在察雅县烟多镇如

给村乡村振兴示范点，一场政府搭台、村

民积极参与的文艺下村惠民活动如火如

荼开展。活动中，村里、乡里的文化能

人、民间艺人积极主动参与，村级文艺队

与县艺术团联袂共舞，切实“吹”响了乡

村振兴的号角，“弹”奏了和谐发展的乐

曲，“唱”好了文化繁荣的大戏。

文 化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铸 魂 工

程。物质逐渐丰裕的乡村，如何增加文

化产品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

需求，是加强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昌都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与乡

村振兴等工作同部署、同安排，组建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824支、实名登记志愿

者4.3万名，累计开展理论宣讲1.4万余场

次，受众人数 50.5万余人次；累计建成各

级各类文化场馆 1811 个，基本实现市、

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

精心编排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西

藏和平解放 70周年献礼节目，创作文艺

作品，在重要时间节点在电视、报刊、微信

公众号、快闪、抖音等平台推出；开展“结

对子、种文化”“文艺五进”等文艺惠民演

出635场次，观众人数达15万人次。

走在村民活动广场上，夕阳下，歌声

激荡、舞步蹁跹；漫步在村史馆里，感受历

经沉淀的历史和文化；在澜沧江畔，各类

节目接连上演，掌声、笑声、喝彩声不绝于

耳……文化赋能，昌都奏响了乡村振兴进

行曲，群众的文化获得感显著增强。

蓝天白云、田舍掩映、阡陌纵横……

随意走进昌都的一处村庄，都仿若闯进

一幅山水田园画。

“现在村子特别干净，简直就像城

市小区。”踩着平坦的通村硬化路，80 多

岁的次仁扎西乐呵呵地说。

村庄环境如此整洁，缘于垃圾分类

难题在这里得到了巧妙破解。美丽乡

村要让村民欣赏其美，更要让村民美居

其中。为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昌都市围绕建设“强富美”乡村目标，大

力开展环境卫生、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深入开展“三整治、三提升”“四旁植树”

“五消除”等活动，全市 1320辆垃圾转运

车、5915 个垃圾收集箱、43 个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正常；完成 51576 户农村户厕

改 造 ；2021 年 共 完 成 义 务 植 树 26400

亩 、森 林 抚 育 44.3 万 亩 、生 态 修 复

2288.8 亩、续建退耕还林 3849 亩、退耕

还草 2283亩，全市各县（区）、乡（镇）、村

（社区）的植被覆盖率持续提高。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牧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记忆

中的乡村，在昌都群众的巧手下，建设成

美丽幸福的家园。今日昌都，步步皆景、

村村若画，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在

藏东大地徐徐铺展，全市上下正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在乡村振兴之路上阔步前行！

西藏林芝市嘎拉村，一个“桃花盛

开的地方”，被称为西藏“桃花第一村”。

初春的暖阳洒落在阡陌纵横的桃

园，滋润着千朵万朵含苞待放的桃花。

嘎拉村，这个紧挨着川藏公路的小村

庄，在一片生机盎然中迎来藏历新年。

38 岁的达瓦坚参身材颀长、皮肤黝

黑，精明强干，是村里的能人。凭借跑

运输、流转土地、种植养殖等，去年达瓦

坚参一家年收入达到 30多万元。

为 犒 劳 一 年 的 忙 碌 ，今 年 藏 历 新

年，达瓦坚参决定一家人要热热闹闹庆

祝一番。他老早就精心置办了丰富的

年货，有新鲜水果、牛羊肉，还有孩子们

喜欢吃的零食等。

“年过完再有几天，村里的桃花就

开了，到时候整个村子都是一片粉红

色。”达瓦坚参眼神中流露出喜悦。

记者沿着齐整的青石板村道来到

达瓦坚参家，映入眼帘的两层藏式楼房

气派敞亮。进入屋内，桃木雕花的家

具、藏族风格的装饰、一应俱全的家电，

这个小康之家温馨舒适。

近年来，嘎拉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

业，组织农牧民运输队，村集体经济逐

渐壮大，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说，2021 年

桃花节累计接待游客 14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460 余万元，户均分红近 10 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万元。

回首过往，变化巨大。曾经嘎拉村

一下雨就满是污泥的土路，被一块块青

石板取代；过去好几户共用一台犁地

车，现在家家都有小汽车；以前守着绿

水青山只会卖资源，如今靠着“桃花源”

卖风景，村民越来越富裕。

“现在国家支持乡村发展的政策越

来越有针对性。我们村及时抓住政策

红利，因地制宜搞活村集体经济，搭上

了发展的快车，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边巴说。

“从前村里是一年一个样，这几年

几个月就变个样。外出务工的人多了，

村民的思想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边

巴说。

在达瓦坚参的内心，最令他得意的

不是收入的连年增加，而是儿女们沉甸

甸的奖状。女儿普巴拉姆获得数学竞

赛一等奖，儿子普布次仁短跑获得第二

名……一张张奖状挂满整面墙壁。

15 岁的普巴拉姆今年上初二，学习

成绩优异。“将来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

救死扶伤，实现人生价值。”普巴拉姆

说。

藏历水虎新年到来，嘎拉村家家户

户喜气洋洋。屋外，桃树枝头上的花骨

朵沐浴着阳光静待绽放，犹如勤劳的人

们又要开启奋斗的一年。

（据新华社拉萨电）

雪域“桃花源”里的藏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在雪域大地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把使

命担当书写在平凡工作中，在各行各业各条

战线不负韶华、美丽绽放，用聪明才智和勤

劳汗水书写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创造了一

个个非凡业绩，演绎了新时代女性的魅力与

风采。1988 年出生的德庆玉珍就是其中一

员。

在全国妇联发布的《关于表彰 2021 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的决定》中，德庆玉珍获评

2021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

翻阅德庆玉珍的履历，同时担任自治区

青年联合会委员、政协第十二届拉萨市委员

会委员、拉萨海雕视角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CEO 等 9 个职务的她，不免让人产生距离

感，但与德庆玉珍聊天后，就会发现她特别

开朗。

德庆玉珍于 2006 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上大学期间，她曾

赴贫困偏远地区、特殊教育机构支教。2013

年，她申请继续深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纽约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专业。

2015 年 4 月，德庆玉珍回国后与北京大

学同学共同创立了拉萨海雕视角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公司旗下包含“青墨斋”“移动教

室”“社区教育”“星光计划”等项目，始终致

力于教育创新和教育发展。其中，“青墨斋”

作为西藏民间第一个专注于女孩和女性教

育的项目，自第四期开始实现全免费，目前

已经服务了 1200 多名西藏女性；“阳光社区”

是全区第一个具有西藏社区特色且系统推

广的社区青少年教育项目，为全免费公益项

目，目前已经覆盖近 800 名社区低收入家庭

青少年；“星光计划”则是我区首个以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开展的针对在押青少年的教育

项目，已经持续开展五年；“护蕾行动”“利盾计划”等儿童自护教育活动，已覆

盖拉萨市、日喀则市、那曲市等地近万名儿童。

在谈到创业中所遇到的困难时，德庆玉珍说：“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

风顺。一路走来，困难挫折不计其数，但是在创业的道路上，孩子们从来都没

有让我们失望，孩子们的点点变化和进步都是我们不断提高和前进的动力。”

德庆玉珍凭着对生活的憧憬、对事业的追求、对社会的爱心，打造了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空。这朵自强不息的铿锵玫瑰，在广袤的沃野中绚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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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新年期间，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各

种方式欢度佳节。

上图：米林县多雄村驻村工作队组织群众开展“家和国旗合个

影”活动。 曾磊鑫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右图：藏历新年期间，游客在曲水县农家体验藏历新年。

本报记者 格桑吉美 摄

我区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参加各界别小组讨论

本报巴宜 3 月 8 日电（宋建兴 记

者 胡文 王珊）近日，林芝市举行 2022

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仪式，动员全

市上下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定不移

抓项目、稳投资，全力推进固定资产投

资提质增效，为新时代林芝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支撑、赢

得主动。

据了解，林芝市集中开复工的项

目共 274 个，总投资 818.02 亿元，涉及

交通、医疗、教育以及招商引资等多个

领域，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116.65亿元。

本报昌都 3月 8日电（记者 万慧）

近日，昌都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

建“进村居、进企业”示范活动在芒康

县索多西乡安麦西村举行。

上午 11 时，以“民族团结的人民最

幸福”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活动拉开序

幕。歌曲《好时代》、小品《学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舞蹈《传承》、曲艺《师徒

四人话团结》、服饰《我们最幸福》等 10

个民族团结主题节目轮番上演，充分

展示了当地特色风情和文化魅力，唱

响了新时代民族团结主旋律。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昌都市民

委、芒康县、索多西乡以及华电苏洼龙

分公司员工代表和索多西乡群众代表

共 400 余人参加。活动中，大家还参观

了安麦西村“十五勇士纪念馆”。

华电苏洼龙分公司总经理罗宗伟

说：“通过此次活动，我更深刻体会到，

作为央企我们也要担负起促进民族团

结的社会责任。下一步，我们将通过

项目建设，带动当地社会发展和群众

增收，帮助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生产

条件。”

林芝市举行 2022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仪式

昌都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

“ 进 村 居 、进 企 业 ”示 范 活 动

本报拉萨3月 8日讯（记者 丹增平

措）8 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

议继续举行小组会议，讨论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讨论会议各项决议和报告草案，

并围绕相关主题讨论政协工作。

嘎玛泽登、旦科、桑顶·多吉帕姆·德

庆曲珍、甲热·洛桑丹增、珠康·土登克

珠、策墨林·单增赤列、桑杰扎巴、扎西达

娃等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我

区委员分别参加了各界别小组讨论。

委员们认为，2021 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等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一

年来，西藏各级法院、检察院坚决履行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政治生态进一

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能

力进一步增强、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

升，有力服务保障了西藏长治久安和

高质量发展。

委员们在讨论中表示，会议各项

决 议 和 报 告 草 案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引领广大政

协 委 员 和 各 族 各 界 人 士 更 加 紧 密 地

团 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周围，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更多力量

汇 聚 到 了 共 襄 复 兴 伟 业 的 历 史 进 程

之中。

委员们纷纷表示，今年是新时代

新征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中

国共产党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要事、喜事。大家决心站在新的

起点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引领、注重

服务大局、注重创新履职方式，发扬历

史主动精神，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履职

尽责，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

的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新 西 藏 的 实 际 成

效，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画好

同心圆、凝聚向心力。

2022 年 3 月 8 日是第 112 个“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仍有很多女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柔

弱的肩膀承担起崇高的使命，用辛勤和

责任撑起“半边天”，展示着不让须眉的

巾帼本色。

图为 3月 8日，自治区税务局的工作

人员在帮助市民线上查询缴税信息。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向坚守岗位

的“她”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