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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今年以来，拉萨市坚持

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民生工程、

最大发展机遇来抓，牢牢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落实，取得明显成效。

接续奋斗，守住脱贫攻坚
胜利果实

拉萨市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进一步延续调整优化脱贫攻坚政策，截

至目前，2013 年以来拉萨市出台的 63 个

脱贫攻坚政策文件中，继续执行的 33

个、取消废止 18 个、需要调整优化的 12

个。拉萨市乡村振兴局制定印发《拉萨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组任务分工方案》及 2022 年度工作

要点，《拉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市

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考核评

估组任务分工方案》及 2022 年度工作要

点，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据统计，2022 年拉萨市到位财政涉

农统筹整合资金 167975.86 万元（其中：

中 央 资 金 88215.21 万 元 、自 治 区 资 金

27269 万元、市本级资金 18044 万元、县

级资金 34447.65 万元）。按照自治区乡

村振兴局关于“按到位资金编制 2022 年

脱 贫 县 统 筹 整 合 资 金 实 施

方案”的要求，市、县（区）两

级 立 即 启 动 实 施 方 案 编 制

工 作 ，计 划 实 施 项 目 137

个。截至 4 月底，已完成前

置手续办理的项目 53 个，已开工建设项

目 51 个，项目开工率 34.93%，资金支出

4657.09万元，支出率 2.77%。

精准监测，不让一名困难
群众掉队

脱贫攻坚战胜利后，防止出现返贫

和致贫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大数

据等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不仅让拉萨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科学精

准，也让群众反馈和基层干部核实信息

更加快捷有效。

拉萨市乡村振兴局加强与行业部

门间防返贫监测数据的信息比对和共

享共用，与医保局、残联、民政局实现全

市监测户信息共享，形成了“多方联动、

齐抓共管”的大监测格局。截至 3 月底，

拉萨市累计识别监测户 384 户 1534 人，

通过实施精准帮扶，已消除风险 208 户

847 人，未消除风险 176 户 687 人。制定

印发《关于规范脱贫人口收支动态监测

统计工作的通知》及《收入分类结构标

准表》，进一步规范脱贫人口收支动态

监测统计，1 至 3 月，拉萨市 71584 名脱

贫人口（含“十二五”时期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达到 3571.15 元。制定《拉萨市

防 止 返 贫 致 贫 帮 扶 资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防止返贫

帮扶工作，并联合市民政局、慈善总会

等部门探索设立“拉萨市防止返贫致贫

帮扶资金”，目前已筹集资金 120万元。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就业帮扶持续

发力，投入培训资金 7111 万元，累计培

训建档立卡劳动力 1.8万人次，帮助群众

长一技之长，切实在乡村振兴中施展好

“拳脚”。目前，拉萨市脱贫群众实现稳

定就业 1.4 万人，户均就业达到 1.26 人，

年人均增收 2万余元。

据统计，2021 年拉萨市群众通过参

与生产、土地流转、资产租赁、就业务工

等方式，累计分红 1.31 亿元，吸纳 6000

余名脱贫群众就业，辐射带动近 11 万人

次增收。脱贫群众自身的价值感和勤

劳致富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多点发力，美丽乡村建设
取得新成效

拉萨市坚持安居与乐业并举，积极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按照“分类推进、

重点突破”的原则，综合全市 5 县 3 区、4

个经济功能区脱贫状况、发展基础和巩

固任务，科学把握区域发展差异性和发

展阶段性特征，科学划定乡村类型，分

类施策，2022 年拟实施巩固提升类（人

居 环 境 整 治）项 目 12 个 、计 划 投 资

43924.09 万元，拟实施整村推进类（乡村

振兴示范引领村建设）14 个、计划投资

47462.67 万元。按月调度 26 个乡村建

设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4 月开工建

设项目 15 个，其余项目拟在 5 月底完成

前 期 工 作 并 开 工 建 设 。 同 时 ，对 全 市

287 个村（居）“水电路讯网”、垃圾治理、

生活污水处理、厕所改造等 18 项村庄基

础设施现状进行全面摸排，为下一步加

快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了详实

的数据支撑。

此外，拉萨市还持续开展干部结对

帮扶和定点帮扶工作，并接续实行领导

干部联县包镇抓村机制，截至目前，全

市共派驻驻村工作队 287 个，为民办实

事 630 件，投入资金 61.388 万元，投入物

资折款 16.448 万元；开展慰问 279 次、慰

问现金 43.708 万元、物资折款 60.017 万

元。

拉萨市制定贯彻落实国家“万企兴

万村”活动的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灵活

可行的村企对接机制，研究制定鼓励民

企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措施、扶持和奖励

政策，引导民营企业支持所联系村发展

产业、带动就业、销售产品、公益帮扶。

目前，堆龙德庆区古荣农业示范园、达

孜区金麦穗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24 家龙头企业参与产业帮扶，带动 3291

户脱贫群众增收，实现企业与脱贫户的

“双赢”。

拉萨市、拉萨各县（区）两级政府共

同发力，围绕净土健康产业和文化旅游

业，着力打造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商贸物流业、资源开发利用等扶贫

产业，成功实践“企业＋合作社＋脱贫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同时，吸纳当地群众入股、就业、增

收。截至目前，全市脱贫人口外出务工

11337 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7.98%，

其中省外务工 35 人、省内县外务工 4505

人、县内务工 6797 人。拉萨市还积极调

度 扶 贫 车 间 运 营 及 带 动 就 业 情 况 ，目

前，全市 34 家扶贫车间中，正常营业 33

家，吸纳群众就业 728 人次，同时，拉萨

市 相 关 部 门 持 续 做 好 脱 贫 家 庭“ 两 后

生”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转移就

业工作。

位于昌都市类乌齐县岗色乡的马曲村，由

于海拔近 4400 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雨

雪天气，村民的生存环境十分艰苦。

通往外界的道路由于气候、地质等因素经

常受损，久而久之变成了泥泞土路。在了解了

群众诉求后，驻村工作队队长丁增赤来组织队

员与村“两委”班子沟通协商，立马采取行动，

制定方案，采取支部组织、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方式共同修缮道路，经过一个月的不懈奋

战，坑洼路变成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21 年 4 月，丁增赤来与扎西旺加、次成江

村从不同单位来到马曲村开展驻村工作，为了

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从点滴做起，不断提升村党组织联系群众、

服务群众、凝聚群众、造福群众的能力。

驻村工作队结合上一批工作队进度，协调

相关部门为村级活动场所添置办公设备、健身

设施，吸引村民前往图书室和活动室阅读、健

身，渐渐地，村级活动场所变得热闹了起来。

组织村“两委”班子定期号召村民统一学习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创新方式方法，提升村民的

学习兴趣，昔日“门可罗雀”的村委会，变成了

人气新高地。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驻村工作队

入户调查时，发现村里通信网络不稳定，有时

候村民为了打电话，需要跑到三四公里以外的

山坡上，极为不便。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反复调研，多次联

络相关运营商，协商通信最佳方案，最终成功

实现信号“满格”。

丁增赤来介绍说：“目前，村里的老信号塔

已经修复好了，信号能够覆盖两个自然村，为

了更好地满足马曲村村民对通信的需求，我们

还协调类乌齐县移动分公司于今年修建一座

新的信号塔，这将会极大改善村里的通讯情

况。”

驻村半年后，工作队成员已经对村情了如

指掌，能更加游刃有余地开展驻村工作，为此

专门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春天能帮助缺乏劳动

力的家庭耕地、播种，冬天能帮助困难家庭群

众劈柴、送水。

此外，驻村工作队多方协调，为村里的残疾人送上了必备的轮椅、坐便器、

拐杖等慰问品。马曲村村委会副主任次旺江次感恩地说：“这些慰问品对村里

的残疾人来说，是雪中送炭之情，他们特别感激驻村工作队。”

往日的马曲村，在岗色乡寂寂无名。一年来，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

子的努力下，通过采取组建志愿服务队、政策宣传队、参与卫生评比、文明评比

等举措，不断加强马曲村集体建设，使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项工

作均排在全乡前列，现在的马曲村支部硬、党员强、群众拥，成为了类乌齐县岗

色乡首屈一指的先进村。

如今，马曲村面貌焕然一新，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成了乡亲们幸福

生活、发展致富的主心骨。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近日，南

京对口支援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格桑花

开·民生微实事”（二期）正式实施，整合

援藏资金 3808.56 万元，实施项目共 10

类 80 个。这是南京援藏继 2021 年实施

“格桑花开·民生微实事 100+”计划后持

续实施的又一项民生工程。

据了解，“格桑花开·民生微实事”

（二期）包括溪桥工程项目 35 个，幸福

驿站项目 15 个，点亮乡村路项目 5 个，

便民水利设施提升项目 6 个，环境整治

提升项目 3 个，暖阳微公益项目 3 个，农

业科技提升项目 4 个，学生关爱项目 2

个，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2 个，其他项

目 5 个。

2021 年 3 月，南京市对口支援墨竹

工卡县工作组结合“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要求，立足墨竹工卡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立足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

事、操心事、烦心事，通过问需于民、公

开办理、群众监督、社会参与的方式，

整合援藏资金 3800 余万元，开展“格桑

花 开·民 生 微 实 事 100+”计 划 ，实 施 8

类 104 个 民 生 项 目 ，打 通 了 民 生 服 务

“最后一公里”。目前，104 件民生微实

事 已 全 部 实 施 完 成 ，其 中 溪 桥 工 程 、

“ 党 建 +基 层 治 理 ”赤 康 样 本 、幸 福 驿

站、点亮乡村路、暖阳微公益等项目深

受 广 大 农 牧 民 群 众 好 评 ，群 众 的 幸 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感

知、更有保障。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群众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据介绍，此次南京

援藏工作组会同墨竹工卡县再次启动

“格桑花开·民生微实事”，旨在持续深

入办好老百姓身边的“幸福事”，打造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民生品牌，将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上“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

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立足于“打通为

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聚焦基层群众关

心关注度高、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小项

目，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入眼入心的成

效，将好事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里，真

正把“微实事”办成“大幸福”。

据悉，“格桑花开·民生微实事”（二

期）启动会上，幸福驿站建设现场会同

步举行。2021 年，作为民生微实事重要

部分的幸福驿站已建成 15 个，2022 年将

继续启动实施 15个。

据介绍，2020 年起，墨竹工卡县积

极探索“党建+基层治理”有机融合，探

索实施了“1+4+N”党建+基层治理赤

康样本，2021 年在全县村小组开始推广

建设幸福驿站，打通了党组织联系村小

组基层党员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十

四五”时期，墨竹工卡县拟建设幸福驿

站 50 个以上，目标覆盖全县 85％以上

的村（社区），这也是南京市对口支援墨

竹工卡县工作组推动党建援藏的积极

探索。

握好“接力棒”按下“快进键”
—拉萨市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记者 刘琳琳 裴聪

南京对口支援墨竹工卡县“格桑花开·民生微实事”二期启动
整合援藏资金3800余万元，将实施80个民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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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创新开发“民俗、民宿”特色文旅产品，以产业带动就业，有效帮助当

地村民实现“居家就业”，使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图为搬迁入住堆龙德庆区德庆镇的群众在乃琼街道波玛村德吉藏家民宿就业。

图片由拉萨市乡村振兴局提供

本报日喀则电（记 者 汪纯）近

日，日喀则市萨嘎县 2022 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在夏如乡拉亚

村举行。萨嘎县农业农村局、夏如乡

政府、位于项目区的村“两委”班子成

员、农牧民群众代表以及项目设计、

项目监理、项目施工单位等人员参加

开工仪式。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现“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抓手，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举措。为确保萨嘎县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在萨嘎

县委、县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萨嘎

县农业农村局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严格按照项目建设流程，开

展项目建设设计、评审批复等项目施

工前期筹备工作。

开工仪式上，萨嘎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萨嘎县 2022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其中，

项目建设面积 0.4 万亩，项目总投资

1095.15 万 元 ，项 目 建 设 包 括 土 地 平

整、客土改良、水渠、机耕道建设、科

技推广等，共涉及 2个乡镇 6个村。该

项目建设点多面广，为保质保量保进

度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建设项目共划

分五个标段实施。

项目单位代表、施工方代表、监

理方代表、乡（村）主要负责人以及农

牧民群众代表围绕如何支持配合项

目建设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拉萨讯（记者 刘琳琳 裴聪）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近日，达孜区人民政府、农行拉

萨分行和西藏财信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签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暨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根 据 协 议 ，作 为 国 家 扶 持“ 三

农 ”事 业 主 力 军 ，农 行 拉 萨 分 行 将

对 达 孜 区 农 业 农 村 信 息 化 建 设 ，农

牧 业 种 养 良 种 保 护 、培 育 、引 进 、推

广 和 改 善 农 牧 民 住 房 条 件 、村 容 村

貌 ，推 进 智 慧 项 目 ，完 善 达 孜 区 交

通 、水 利 、环 保 、电 力 、通 信 等 基 础

设施，推动青稞、饲草、奶牛、藏鸡、

农 畜 牧 产 品 加 工 业 、民 族 手 工 业 、

藏 医 药 、文 化 旅 游 、乡 村 旅 游 等 特

色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优 质 的 贷

款政策。

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牛拉

毛措说：“此次签订的农村三资管理

平台合作实施协议，对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意义重大。在源源不断金融活

水的浇灌下，达孜区现代农业、农村

建设、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将

实现重大提升。”

据介绍，合作协议的实施，将对

达孜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助推达孜区“美丽乡村·幸福家园”整

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及特色产业

发展，尽早实现农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目标提供保障。

据了解，农行达孜区支行承担着

达孜区 5 乡 1 镇 21 个行政村金融服务

工作，并充分利用流动服务、流动金

融服务车、便携式移动超柜等方式，

为行动不便的群众及金融空白乡镇

的农牧民群众开展上门服务。该行

“三农”金融服务点及“掌银村”全区

乡（镇）村全覆盖，切实为当地农牧民

提供便捷、高效、实惠的现代金融服

务。

农行达孜区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索朗次仁说：“今后，我行将以此次协

议签订为契机，全面服务达孜区重大

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现代

化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等领域，并在扩

大贷款规模和延长贷款期限等方面

给予全力支持。”

拉萨市达孜区

特色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日喀则市萨嘎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顺利开工

安居乐业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