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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是有效带动农牧民增

收 致 富 的 有 力 保 障 。 近 年 来 ，在 察

隅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察隅

县 各 村 纷 纷 利 用 自 身 优 势 ，因 地 制

宜发展特色养殖，拓宽增收渠道，全

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走进林芝市察隅县竹瓦根镇扎

拉 村 的 养 鸡 场 ，负 责 人 成 晓 正 忙 着

给 土 鸡 喂 食 。 靠 着 养 殖 土 鸡 和 生

猪 ，成 晓 已 经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乡 村

致富带头人。

2019 年，成晓选择返乡创业，在

察 隅 县 扶 贫 办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争 取

到 了“4 + 1”扶 贫 产 业 土 鸡 养 殖 项

目 。 从 开 始 养 鸡 ，成 晓 仅 用 了 半 年

时间，便让养鸡场土鸡数量达到 800

余只、肉鸡 1000 余只，单日最高销量

58 只，鸡蛋产出稳定，公司半年收入

15 万元。“之前我一直在外面打工，

离 家 远 不 方 便 照 顾 家 里 ，村 里 鼓 励

创业，正好我有养鸡的经验，在创业

政策的扶持下，我得到了 30 万元的

启动资金，用来盖鸡舍、围墙和购买

孵化鸡等，有的时候忙不过来，我就

请 村 里 人 来 帮 忙 ，付 给 他 们 工 钱 。”

成晓介绍说。

扎拉村村民安巴夫妻二人都是

残 疾 人 ，平 时 家 里 靠 养 鸡 售 卖 补 贴

家用，成晓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主

动 上 门 收 购 。“ 以 前 养 了 鸡 ，因 为 腿

脚 不 方 便 ，到 县 城 卖 也 很 困 难 。 现

在好了，有了成晓的帮忙，我们可以

多养一些鸡了。”安巴笑着说。

成 晓 养 鸡 已 经 有 两 年 多 的 时

间，中间还尝试了养猪，不仅自养生

猪，还帮助扎拉村村民代销生猪，带

动 村 民 共 同 致 富 。“ 下 一 步 ，我 打 算

扩 大 养 鸡 场 的 规 模 ，在 自 己 富 起 来

的 同 时 ，带 动 更 多 的 人 一 起 富 起

来。”成晓说。

在 察 隅 县 竹 瓦 根 镇 空 档 村 ，每

天 一 大 早 ，乡 村 振 兴 专 干 普 布 就 来

到 村 集 体 经 济 肥 羊 养 殖 场 ，开 始 全

方 位 消 毒 、喂 食 、打 扫 圈 舍 ，每 个 步

骤都井井有条、忙而不乱。

“空档村肥羊养殖场由政府出资 80 万元修建，共引进 108 只

羊，其中包括 60 只种羊，目前羊群状况良好。”普布说。

在 下 察 隅 镇 布 巴 村 的 猕 猴 桃 种 植 园 内 ，村 民 们 忙 着 修 剪 枝

叶，期盼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2017 年，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

下，布巴村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建成猕猴桃种植园 370 亩，种植软

籽石榴、橘子等 30 亩，总投资 960 万余元，猕猴桃管理以村集体管

理为主，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 63 名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土地流转费用每亩 800 元，2020 年起每亩每年向村民分红 400 元，

每年上浮 100 元，每亩最高分红 1200 元，稳产后预计年产猕猴桃

370 吨，有效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现在，我们能过上如此富足的生活，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了好政策，我们自己更要加油干，让日子越过越好。”布巴村村

民永达说。

在昌都市康巴明珠众创空间，一对新

人身着传统民族服饰在红色背景板前拍

摄 结 婚 照 ，斯 多 次 仁 拿 着 相 机 变 换 角 度

拍摄照片，“咔嚓”一声，用镜头记录下这

对新人幸福的瞬间。

2018 年 ，在 昌 都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障局（以下简称“昌都市人社局”）的各

项 创 业 优 惠 政 策 下 ，斯 多 次 仁 和 合 作 伙

伴成功申请到 10 万元的高校毕业生创业

启 动 资 金 ，注 册 成 立 了 西 藏 这 一 刻 婚 庆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依靠良好的

口碑吸引了众多顾客，收益逐年提升。

近年来，像斯多次仁一样的创业大学

生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昌都市人社

局 根 据 自 治 区 相 关 规 定 ，结 合 昌 都 市 实

际情况，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倾斜”的原

则，为创业者保驾护航。2021 年，昌都市

人 社 局 共 为 566 名 学 生 兑 现 各 类 就 业 创

业补贴 1390.85 万元，其中，发放创业补贴

374.4 万元。

昌都市人社局有序推进农牧民就业

创 业 工 作 ，累 计 开 展 农 牧 民 技 能 培 训

20640 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 60%以上；全

市基本项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就业占

总用工量的 72.19%；400 万元以下工程项

目累计吸纳本地农牧民就业占总用工量

的 85.65%；2021 年，新建农牧民转移就业

基地 29 家。

昌都市人社局不断健全社会保险体

系 ，深 入 实 施 全 民 参 保 计 划 ，基 本 养 老 、

工伤、失业三大保险参保 59.76 万人次，社

保基金收支总体运行平稳。全面落实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

老 金 正 常 调 整 机 制 ，城 乡 居 民 基 础 养 老

金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养 老 金 和 机 关 事 业 退

休人员养老金稳步增长并及时兑现。

昌都市人社局坚持补充各类人才和

用 好 现 有 人 才 并 重 ，促 进 人 才 总 量 不 断

增加。积极开展自治区政府特殊津贴候

选 人 、西 藏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特 殊 培 养 人 选

等 人 才 选 拔 推 荐 工 作 ，扎 实 开 展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称 评 聘 和 管 理 服 务 工 作 ，不 断

优化职称结构。

面对劳动者的举报与投诉，昌都市人

社局畅通维权渠道，市、县两级行业主管

部 门 严 格 落 实 值 班 、日 报 告 和 零 报 告 制

度，精准掌握全市欠薪案件情况，排查化

解欠薪隐患，及时处置劳动者举报投诉案

件。同时，与昌都市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建立开标评标信息通报机制，实时关注

自治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工程项

目信息录入，对工程项目工资支付保障制

度落实情况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全力推

动保障机制全覆盖。此外，从源头管控欠

薪问题的发生，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

执法、重实效”的原则，举全市之力开展根

治欠薪专项行动，有效助推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帮助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在开展好人社工作的同时，昌都市人

社局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和“三更”专题教育，以建设一个学习阵

地为依托，围绕“好书我知道”“好书我来

赠”“好书集中读”等六个内容，创新开展

了人社系统夜间读书班学习活动，不断丰

富学习内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群众之事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昌 都 市 人 社 局 积 极 作 为 ，始 终 把 人 民 利

益 摆 在 至 高 地 位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不断增强。

本报普兰电（记者 永青 达

珍 洛桑旦增）为进一步巩固组

织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提 高 岗 莎 村 牦 牛 旅 游 运 输 服

务中心整体水平，拓宽农牧民

增 收 致 富 渠 道 ，近 日 ，阿 里 地

区 普 兰 县 巴 嘎 乡 岗 莎 村 举 办

了 为 期 两 周 的 农 牧 民 导 游 及

计算机技能培训。

据 了 解 ，此 次 导 游 培 训 包

括 导 游 礼 仪 、旅 游 政 策 与 法

规、景点藏汉翻译、导游业务、

学 习 农 村 现 代 远 程 教 育 网 站

资料的下载等内容，并前往景

点开展实践课程培训；计算机

培训包括电脑基础知识、文档

制 作 、互 联 网 基 本 知 识 等 内

容。

参训学员顿珠次仁说：“此

次培训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

了见识、更新了观念，学到了很

多知识，很开心能参加此次培

训，希望村里以后能多开展此

类培训。”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

姆）多 年 来 ，昌 都 市 边 坝 县 紧

紧 围 绕“ 一 精 准 四 重 点 ”战 略

部署，着力提升农牧民就业竞

争力，努力实现“培训一人、就

业一人、脱贫一户、稳定一家”

的目标，加快边坝“飞地经济”

发展步伐。

边 坝 县 通 过 强 化 宣 传 、组

织培训和拓宽就业渠道，增强

待 业 人 员 、农 牧 民 就 业 意 识 ，

有 效 提 升 了 就 业 竞 争 力 。 充

分发挥网络、电视等宣传主阵

地作用，开辟就业创业宣传专

栏 ，借 助 车 站 、广 场 、银 行 、邮

政 等 公 共 区 域 建 立 固 定 宣 传

设施，逐步转变待业人员和农

牧民“等、靠、要”思想以及“故

土 难 离 ”的 观 念 ，积 极 鼓 励 他

们 自 谋 职 业 、自 主 创 业 、灵 活

就业；按照“专业化培训，订单

式 输 出 ”的 思 路 ，增 强 培 训 的

针 对 性 和 实 效 性,提 升 就 业 的

定向性和精准性，在抓好培训

的 同 时 ，将 就 业 理 念 、劳 动 维

权等内容纳入必学课程，实现

了“ 一 次 培 训 ，多 项 收 获 ”；将

装 载 挖 掘 机 驾 驶 、摩 托 车 维

修、美食烹饪等技能培训纳入

年度培训计划，依托职业技能

培 训 学 校 与 各 企 业 之 间 的 联

系，积极引荐培训学员实现就

业 ，做 到 培 训 多 样 化 、就 业 多

样化；2020 年，选送 215 名农牧

民群众赴拉萨开展“企业代包

式 ”技 能 培 训 ，培 训 后 稳 定 就

业 153 人。

2016 年 以 来 ，边 坝 县 成 功

举办全套房屋建设、摩托车维

修、花卉种植、大棚蔬菜种植、

装 载 挖 掘 机 驾 驶 等 10 余 个 工

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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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本报记者 桑邓旺姆

昌都市边坝县

着力提升农牧民就业竞争力

阿里地区普兰县

开展农牧民导游及计算机技能培训

近年来，拉萨市经济飞速发展，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395.28 亿元跃

升至 2021 年的 741.84 亿元，全市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再创新高，高质量发

展取得积极进展。

文旅产业支柱作用更加凸显

作为中国特色魅力城市，拉萨以其独

有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传统文化吸引

着 无 数 游 客 。 近 年 来 ，拉 萨 市 以 创 建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为 抓 手 ，推 动 文 化 和 旅 游

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观光休闲游、文化

体 验 游 、温 泉 康 养 游 、体 育 探 险 游 、生 态

健康游等精品线路相继推出，形成了“一

城、一湖、三廊道、八组团”的全域旅游产

业发展格局。

柳梧新区达东村风景优美、历史悠久，

旅游资源丰富。一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

会到达东村度假过林卡。2016 年，达东村

启动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开发项目，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现在，达东

村已经形成了“幸福林卡”“圣地温泉”“庄

园遗址”等乡村旅游品牌，成为拉萨周边叫

得响的乡村旅游金字招牌。

达东村村民旦增赤列在村里经营着一

家藏餐馆，他说：“自从村里的旅游经济发

展起来后，店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我打算

再提高一下厨艺，把餐馆做得更大一些。”

拉萨市以打造“拉北旅游环线”为重

点，投入资金 2.85 亿元先后实施了 26 个项

目，逐步完善提升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和配

套服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拉萨市累计接待国

内外游客 264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6%，

完成年度计划 100%，实现旅游收入 377.7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15%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100%，拉萨市旅游经济得到快速回暖。

净土健康品牌优势持续提升

在城关区智昭产业园，高标准奶牛养

殖中心、高效智能温室、亨通物流园、大昭

圣泉天然饮用水、乳制品加工厂等 17 个高

原特色净土健康产业项目经济效益日益

显现。经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净土健康产业已成为拉萨市代表性的支

柱产业。

尼木县将航空航天果蔬种植项目作

为发展特色有机农业的重要支撑，曲水县

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中藏医药产业、健康休

闲旅游业及饮品产业，墨竹工卡县狠抓特

色养殖、经济苗木种植、农畜产品加工销

售的规模化发展……拉萨市各县区都走

出了各具特色的净土健康产业绿色发展

路子。

拉萨市通过打造“七大基地”、发展“九

大产业”、打造“八个园区”，促进净土健康

产业适度规模化、部分机械化、生产组织

化、产品品牌化，形成了一批以“高原野生

葡萄酒”“大昭圣泉山泉饮用水”、当雄有

“身份证”的牦牛肉等为代表的优质、绿色、

安全、美味的净土健康产品，初步构建了电

商、直销店等多渠道的综合销售网络，各种

净土健康产品走向全国各大市场。

园区经济聚集效应明显增强

2021 年 8 月，以“数字桥梁跨越喜马拉

雅”为主题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分会

场在宁算科技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幕，标志

着西藏数字经济站在了新的起点。

截至 2021 年年底，拉萨高新区（柳梧

新 区）已 累 计 注 册 数 字 经 济 类 企 业 2037

家，累计新增注册数字经济类企业（正常

户）102 家，营业总收入约 22.03 亿元。高

驰集团建设的南亚数字港总部项目已完

成投资 2.23 亿元，项目主体已封顶，处于

项目深化设计阶段，正同步开展公共区域

装修，已有 16 家企业意向入驻；宁算科技

集团一体化产业项目（一期）二阶段的拉

萨数据中心项目已完成投资 2.33 亿元，完

成总工程量的 70%。

从 拉 萨 经 开 区 到 拉 萨 高 新 区（柳 梧

新区）、从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到空港

新区，拉萨各功能园区错位发展、功能互

补，园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聚集效

应进一步凸显，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为带动产业提档升级、实现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营商投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一个个

重大项目、一批批新兴产业在拉萨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离不开拉萨市营商环境的不

断优化。近年来，拉萨市贯彻新发展理念，

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对 2020年

营商环境评价反馈，拉萨市在中国营商环

境评价中表现良好，营商便利度得分增速

在全国 80个城市中排第二名。

“从登记、备案、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

各 个 环 节 ，市 商 务 局 实 行 一 对 一 专 班 服

务，解决我们在落地中的困难，帮助我们

快速落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良好的营商氛

围。”红星美凯龙西藏营发中心总经理助

理裘伟说。

拉萨市坚持优化招商方法，把握重点

企业，强化服务促项目，万达广场、红星美

凯龙、顿珠金融城、领峰物流园、冷链物流

港等一批引领性、标志性产业集群项目纷

纷落户拉萨，实现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

近 1500 亿元，逐渐形成了项目带动投资、

投资促进发展的良好局面。

万达广场、红星美凯龙等大型商业综

合体相继投入运营，在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布局、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为拉萨市民群

众提供了多元消费环境，逐渐构建起一个

充满活力的消费升级体系。2021 年，全市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9.3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1%，比 2019 年增长 4.0%，已经

恢复到疫情前同期水平。特别是 2021年四

季度以来推出的“冬日嗨购·惠暖拉萨”促

消费活动的开展，活跃了消费市场，激发了

消费热情，拉萨市消费市场恢复进程明显

加快。

下一步，拉萨市将继续大力推进各产

业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让产业成为支撑拉萨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引擎。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拉萨市经济建设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黄志武

近年来，日喀则市岗巴县坚持发展岗巴羊产业，坚持“村党支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立了党支部、合

作社、产业基地、农户的紧密联合体，形成了党支部引领、合作社推动、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互

动双赢的良好格局，让岗巴羊成为带动农牧民致富增收的“领头羊”。

图为岗巴县孔玛乡岗巴羊养殖合作社的员工在饲喂岗巴羊。 本报记者 李洲 摄

养致富羊 走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