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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野 田 畴 绘 新 景
—在堆龙德庆区马村感受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记者 裴聪

美 丽 家 园 一 起 建 设
——记林周县“绿色家庭”获得者康卓

本报记者 央金

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今年以来，林周县松

盘乡以“每日一督查、每周一通报、每月一自纠、

每月一调研、每月一整改”的“五个一”工作机制

为抓手，全力打好改进作风“组合拳”，持续推动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截至目前，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 25 场

次，指导解决问题 7条。先后组织干部职工应知应

会知识测试 2场次，对于测试成绩不佳的 5名干部

职工要求采取重新测试，同时特别推出了松盘乡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应知应会快问快答活动 1次。

坚持每日一督查，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全覆

盖。实行每日督查机制，监督检查组不定时间、

不定次数、不定重点对乡机关和各村上下班考勤

制度执行、人员在岗在位、会风会纪等方面开展

监督检查。同时，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

督“前哨站”作用，紧盯村级党员干部的作风问

题，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坚持每周一学习，提升政治理论知识学习成

效。制订《松盘乡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为

党员干部推出“主题式”菜单，采取每周组织全乡

党员干部以听党课、观看教育片、参加学习会等

形式参加一次教育培训，并不定期开展应知应会

知识测试，促使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现以

考促学、以知促行、深化学习，为高质量完成改进

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任务提供思想保证。

坚持每周一通报，强化通报曝光持续形成震

慑。突出抓好警示教育，用好“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对情节轻微的反面典型问题在本乡内部通

报，对顶风违纪、屡教不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向县委作风办反馈通报曝光，坚持“点名道姓”，通过印发通报文件、网络

曝光等多种方式进行通报。

坚持每月一自纠，开批评会重点查找薄弱环节。每月开展一次批评

与自我批评专题会，相关单位进行自查，将存在的问题逐一拉条挂账，形

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拿出切实管用的工作措施，逐一整

改、举一反三，反躬自省、固本清源，互相沟通交流，用典型案例教材，铲

除作风上的顽疾沉疴。

坚持每月一调研，乡领导深入村头田间找问题。每月进行一次系统

调研，结合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办实事活动，走进田间地头，走访农

户、合作社、学校，与村干部、农牧民亲切交流，了解产业发展需求和基层

群众的期盼，询问区、市、县各项惠农政策是否落地落实。

绿 色 代 表 生 命 、希 望 、健 康 和 活

力。身为农民的康卓及其家庭以实际

行动践行着环保的意义，从我做起，从

小 事 做 起 ，为 环 保 贡 献 自 己 的 绵 薄 之

力，获得了拉萨市“绿色家庭”的荣誉。

康卓的家乡在美丽的林周县边交

林乡当杰村雄那组，这里鸟语花香、绿

树成荫、空气清新、生态宜居。康卓一

家 ，平 时 不 仅 将 自 家 住 房 收 拾 得 干 净

整 洁 ，还 动 员 全 家 积 极 参 与 环 保 工

作。在村里经常出现他们一家清扫的

身 影 。 此 外 ，她 常 对 环 境 卫 生 习 惯 有

待改善的村民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 ，我 们 百 姓 的 生 活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变化，住上了宽敞美丽、洁净明亮的

房子，大家更应用心维护，让它变得更

干净、更美丽。”

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同时，康卓时刻

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日常

生活中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渠

道，学习生态文明和节能环保知识，了

解生态环保热点、关注生态环境状况；

每个家庭成员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维

护公共环境。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这是康卓的

人生信条。为了践行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康卓家也养成了绿色健康的生活

习惯，不使用一次性筷子、餐盒等生活

用品，自觉使用布袋买菜，生活垃圾投

入固定回收箱、电池投入固定回收点、

不 随 意 燃 放 烟 火 ，自 觉 维 护 环 境 卫 生

等，同时做到节约用水、用电，一家人都

养成了随手关掉水电开关的习惯，做到

低碳出行。

三月的拉萨阳光明媚，漫步在堆龙德

庆区马镇马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宽

敞整洁的街道、丰富多彩的文化墙随处可

见，呈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散发着浓浓

乡愁与乡韵。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宏伟

愿景，如同一颗颗“梦想金豆”，在马村这

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释放出乡

村振兴的无限魅力。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近年

来，堆龙德庆区各村（社区）坚持以党建

引 领 发 展 ，立 足 自 身 资 源 禀 赋 、产 业 优

势，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抓基层、打

基础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激

发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村民共享产业发

展成果。

近年来，马村以为民服务为宗旨，依

托优势资源，发展壮大犏牛养殖、商品房

租赁，进行土地流转等，在发展集体经济

的同时，积极推进群众转型，解决了当地

不少群众的就业问题。2021 年，该村集体

经济收入 131 万余元，除去相关运营资金

外，此次为该村 106 户常住户共计分红 31

万余元。

2017 年起，马村村委会主任普布顿珠

带领群众种植 1200余亩有机青稞。起初，

群众因不了解有机青稞而产生顾虑，他多

次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及时为群众解惑答

疑，普及科学知识，宣讲其他地区种植有

机青稞的成功经验，引导群众思想转变。

2019 年底，马村有机青稞试验通过国家认

证，并与拉萨市净土公司达成有机青稞收

购合作。拉萨净土公司统一以每斤 5元价

格收购有机青稞 10万余斤，不仅增加了群

众收入，还提高了群众种植有机青稞的信

心 ，2021 年 有 机 青 稞 产 量 达 10 万 余 斤 。

“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办一座有机青稞糌

粑加工坊，打响马村绿色食品的品牌，进

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普布顿珠信心满满

地说。

马村草场辽阔，有着养殖犏牛等牲畜

的良好自然条件。以前该村由于一直依

靠传统方式养牛，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品

种老化、产业带动力不明显，一直处于“家

家养牛家家穷”的状态。2013 年，在拉萨

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投入

90 万元成立了堆龙德庆区马镇马村平措

犏牛养殖合作社。接下来的几年不断扩

大养殖规模和提高养殖经营水平，建成了

马村高原特色犏牛养殖及乳制品加工销

售一体化养殖基地，其乳制品深受市场的

欢迎。目前，合作社有犏牛 100多头，带动

5 人就业，2019 年起除了与其他村集体经

济收入一起给常住户分红外，每年向本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我们村经过发展，

成立了犏牛养殖合作社，合作社的收入一

年比一年好。今年，村集体经济为我们脱

贫户每户分红 2900元，我们特别开心。今

后也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村集体发展中，

学好技术，让家庭条件越来越好。”村民洛

桑高兴地说。

今后，马村将继续引进更多优质种

牛，将“提高品质、打响品牌”作为合作社

的发展目标，促进“一乡一业”取得更大实

效，实现马村农牧双产业发展，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

“这几年，我们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很

大变化。马路干净了，路灯、绿化一应俱

全。环境好了，人好像也精神了许多。”村

民德吉说。近年来，马村以垃圾处理、管

网建设、污水治理、厕所改造、村容村貌提

升为重点，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让美丽乡村图景既有“面子”更有“里

子”。马村制订了一系列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的实施方案，对所有村庄及周边区域、

铁路公路沿线、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开展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治理行动。在农村开

展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实现粪污资源化

利用。深入推进“厕所革命”，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每逢重大节日，马村都会组织村民

开 展 丰 富 多 彩 的 节 日 活 动 ，民 歌 演 唱 、

传统舞蹈表演、马村藏戏演出等活动既

丰富了群众的节日生活，又让大家记住

了乡愁。

产业兴旺带给人们富足和希望，生

态、文化的多样性，让乡村迸发出崭新的

活力。行走在马村的田野上，一幅自然和

谐、载满乡愁记忆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马村的改变，也是拉萨市坚定

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的一个生动写照。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2022 年是推动落实“十四

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乡村旅游又是拉萨市“十四五”旅游

业发展的重点之一。拉萨市乡村旅游将依托市郊丰富的

沟域旅游资源和独特的乡村自然文化资源，以完善基础设

施、丰富产品供给和创新品牌推广为重点，以争创“十个乡

村旅游示范村”为抓手，进一步发挥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

中的积极作用。

拉萨市以创建国家重点乡村旅游村为契机，加快推进

尼木县旅游景区、达孜区夏拉沟旅游景区、墨竹工卡县雅

嫩景区、楚布沟景区、直孔景区、普觉景区和支沟生态景区

等乡村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点带面推动乡村旅游示

范工程。加快实施交旅融合“拉北环线”旅游交通标识提

升工程，力争把重点乡村旅游资源纳入标识体系。坚持

“红色+绿色”，推动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启动乡村旅游标准化工程，以标准引领全市乡村旅游

发展，推出一批特色鲜明、文化鲜活、品牌鲜亮的乡村旅游

精品。结合“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依托各县区的发

展优势，挖掘当地民俗文化和自然资源特色，打造提升推

出“十个乡村旅游示范村”；以产品升级推动产业升级，整

合推出一批休闲度假、生态观光、民俗体验、康养服务等乡

村旅游新产品；大力发展林卡经济和沟域经济，力争通过

林卡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继续推动“拉萨乃仓”“德吉藏

家”“好客藏家”等品牌民宿落地乡村，推出一批以温泉、林

卡、美食等为特色的乡村民宿产品。

持续扩大乡村旅游影响，把美丽乡村纳入“圣洁拉萨 健

康之旅”品牌体系和“拉萨人游拉萨”活动体系，开展系列化、

持续性的旅游推广活动。线下重点通过举办乡村旅游界、开

展客源地专题推广等方式，让区内外市场深度了解拉萨乡村

旅游，线上通过抖音、微信等新媒体，策划推出专题推广活

动，吸引更多的区内外游客体验藏式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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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体育局

推进冰雪运动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拉萨市体育局充分利用地理环境和自然

优势，围绕雪山冰川主题，打造“冰雪+旅游”“冰雪+体育”等模式，让游客

在参与冰雪运动、赏冰玩雪的同时，体验冰雪体育项目，实现冰雪运动与

旅游产业融合共进，成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和新亮点。

拉萨市体育局配合打造当雄县廓琼岗日冰川景区，依托当雄县特色

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建设登山步道 2.25 公里，已建成投入使用，并在建

设融滑雪、登山、徒步等多种旅游活动为一体的冰雪旅游度假区。推动

主题公园创新发展，完善羊八井地质公园和登山小镇旅游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设施，发展廓琼岗日登山步道、攀登等冰雪运动休闲空间。在

2022 北京冬奥会之际，象雄美朵景区打造了约 120 余亩的冰雪场地，举办

了首届冰雪游乐节，吸引了五千余人前往体验各种冰雪项目，实现了冰

雪爱好者在自家门口为冬奥助威的梦想。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近日，记者从布达拉宫管理处了解到，布

达拉宫 3 月 10 日结束门票免费政策，实行旅游淡季、旺季两种价格，淡季

每张门票为 100元，旺季每张门票为 200元。淡季执行时间为 3月 10日至

4月 30日，旺季执行时间为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

据了解，3 月以来，布达拉宫参观游客不断增加，为确保良好的游览

秩序，避免游客参观时间过于集中造成建筑压力，参观时间定为早上 9 点

到下午 3点 40分。布达拉宫管理处相关负责人提醒：“请广大市民游客积

极配合景区做好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查验和体温检测，排队等待进入

景区，游览过程中请规范佩戴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保持一米间距，有序

游览、文明旅游。”

5月起布达拉宫执行旺季门票价格
执行时间为5月1日至10月 31日

近日，纪录片《发现拉萨》首映式暨“讲好拉萨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座谈会在拉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作为“十三五”江苏援藏

项目，纪录片《发现拉萨》共三集，由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出品、江苏援藏指挥部和拉萨市委宣传部指导摄制，于 3 月 20

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央视频”客户端

同步推送，之后将在江苏广电总台、拉萨融媒各传媒矩阵及中新社外宣

平台等渠道推出。

图为首映式现场。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认真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工作方针，强化非遗保护

措施，完善非遗传承机制，建立非遗名录体系，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良好实效。

图为曲水县色麦村群众在制作柳编，这一非遗项目有效带动了增收。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传统手艺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