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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隆 机 声 奏 响 富 民 曲
——记林周县曲嘎强村罗玛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本报记者 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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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马镇措麦村的措麦藏

戏至今已有 350 年的历史。今年 54 岁的拉巴

次仁，便是在措麦藏戏的熏陶下长大的。在他

13 岁那年，他拜师学习藏戏，并于当年开始登

台演出。

20 世纪 80 年代，村里重建藏戏团，他就当

上了藏戏团第五任团长，成为了措麦藏戏的传

承人。2019 年 10 月，拉巴次仁被评为西藏自

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虽然措麦村藏戏的历史悠久，但以前的演

出只能算是自娱自乐。1995年，拉巴次仁刚接

手藏戏团时，团里只有 22 名演员，因为工资

少，大多数都是老人，很少有年轻人加入。后

来，在村委会的支持帮助下，藏戏团有了自己

的排练室和服装间，不同角色的服饰、道具也

渐渐多了起来，演员们排练、演出都能按天算

报酬，团里还能统一解决伙食。“生计有了保

障，年轻人自然会来。”拉巴次仁说，团里现在

有 33 名演员，30 多岁的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

最小的只有 19岁。

2014年，措麦藏戏被评为拉萨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开始走出村庄，有了更加广阔的舞

台。2020 年 12 月，措麦村被评为西藏自治区

非遗特色村，不仅增强了大家对非遗的关注，

更增强了措麦人传承、弘扬和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今，藏戏团能排演

八大藏戏中除了《文成公主》《顿月顿珠》外的

其他所有剧目。每年望果节、雪顿节、藏历新

年等节点时都会演出，一年能演出 60 多天。”

拉巴次仁说。

现如今，拉巴次仁已经从措麦村村委会

副主任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全身心投入到措

麦藏戏的传承推广工作上。在拉巴次仁的言

传身教下，旦巴曲达、西热、达瓦扎西等多位

弟 子 的 技 艺 日 益 娴 熟 ，让 拉 巴 次 仁 倍 感 欣

慰。随着藏戏团队伍的不断壮大，措麦藏戏

团的名气也不断增大，除了着力于培养发展

本地艺术人才外，藏戏团还被邀请到各乡镇

和拉萨市各县（区）进行授课带徒，为拉萨市

基层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牧民

群众演员。

农村集体资产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支撑。林周县曲嘎强

村委会把破解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难题作

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自身优势

特点，结合实际提出“脱贫巩固+农业机

械化全程服务”建设助推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的发展模式，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效；按照“盘活资源，因村制宜；多措

并 举 ，发 展 全 程 机 械 化 农 业 ”的 发 展 思

路，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整合项目资金，

抢抓发展新机遇，引导农牧民大力实施

机械化农业，扩大农机合作社规模，创办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开发增收，

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

收入。

林周县曲嘎强村常住户 111 户 548 人，

耕 地 面 积 6228.1 亩 ，属 于 典 型 的 地 广 人

稀。在 2018 年以前，农户因家中缺少劳动

力，导致大部分耕地处于荒废状态。琼琼

作为曲嘎强村委会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为进一步发展全村全程机械化农业

服务规模，在拉萨市、林周县两级农业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琼琼带领本村 5 户农机

大户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成立林周曲嘎强

村罗玛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几年

的不断建设，目前，合作社已达到农业全

程机械化服务标准；在 2020 年荣获自治区

合作社先进奖，2021 年荣获拉萨市级示范

合作社荣誉证书。

为改善耕地荒废的状态，曲嘎强村罗

玛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免费为全村

111 户常住户、6228.1 亩土地进行青稞、小

麦、燕麦草耙地、播种、打药、收割等全程机

械化服务，并积极开发本村荒地，截至目

前，已开发 3100 亩荒地用于种植燕麦草。

以此为抓手，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合作

社还帮助农户进行粮食、饲草销售，合作社

采取统一机械收割，对每家每户入仓粮食、

饲草存量进行统计，统计全村年存量后，有

计划地销售饲草。

2019 年 全 村 种 植 燕 麦 草 4500 亩 ，光

燕麦草饲草收入 616 万余元，户均增收 5

万余元；合作社为群众提供农业全程机

械化服务，组织本村劳动力赴外地进行

行业培训，通过驾驶员、挖机、装载机驾

驶员、厨师等培训，实现了本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合作社通过

全方位“一条龙”式服务，彻底解决了劳

动力不足导致田地荒废的情况，不断创

新增收措施，以“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态

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曲嘎强村罗玛仓农机种植专业

合作社共有各类农业机械 147 台，覆盖了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其中，大型雷沃联

合收割机 8台、东方红拖拉机 26台、大型播

种机 20 台等。合作社现有 4 名社员、技术

人员 8 名，均已取得上岗资格证。为提高

合作社农机作业技术水平，确保作业质

量，确保机械及时保养维修，合作社与农

机供应商达成全程技术保障机制，通过召

开现场会、培训会开展以农机安全知识、

机具维护保养、田间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培

训，目前有 200 余名农机人员参加了培训；

合作社在农忙季节组织专人对农户进行

播种、打药等田间管理进行技术指导，确

保农业生产安全。

为横向联合、扩大范围，曲嘎强村罗玛

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服务以为本

村作业为中心，辐射切玛村、连布村、强嘎村

等周边地区，并建立了服务合作关系。2021

年，曲嘎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共计564万元，

固定资产1000万元。

合作社在完成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

的同时，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

建设中来。在农闲时，为改善群众日常出

行条件，合作社机械对过境县乡道路进行

修补；每年雨季，两条过村河流因上游洪

水较大，存在冲毁群众农田、淹没作物等

隐患，合作社积极对河道进行疏通，确保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琼琼表示，通过以往的运营实践，合

作社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内容，就是

全心全意改善本村及本地农村环境，为加

快农民致富服务。在完成服务全村农业

机械化生产任务后，将积极拓展出村作

业，以外包农业生产机械化服务、技术指

导等措施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

此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合作社将继

续对整村青稞、小麦、饲草生产全程托管

社会化服务，其主要目的是让农民接受认

可合作社的生产模式。同时，合作社将进

一步对农户土地进行流转，科学合理安排

种植结构，有效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

利用率，为今后全村农业“全程机械化+综

合农事”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尼木县塔荣镇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

旨、以政策落实为己任”，为群众解难题、送岗位、促

就业、保民生，持续做好脱贫劳动力、农村低收入劳

动力帮扶工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塔荣镇高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通过上户调

查、问卷调查、电话询问等方式，对全镇劳动力进行

摸底，了解群众的技能需求、创业方向、就业愿望

等，统计出了群众的收入情况、就业率、参保率、创

业率等，并建立了台账。

在此基础上，塔荣镇大力宣讲、精准帮扶、多措

并举提高群众的就业质量。在村民大会上宣传就

业创业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鼓励

农牧民掌握一门技能实现稳定收入；通过线上线

下多种方式宣传就业创业相关政策，大量转发各

类企业招聘信息，向农牧民和高校毕业生推荐各

种就业岗位；通过干部一对一或者一对多进行高

校毕业生结对帮扶，以电话访问、走访入户了解毕

业生家庭情况、就业意愿、就业情况等，宣传就业

各项政策。

在农牧民转移就业方面，塔荣镇协同尼木县人

社局组织农牧民参加厨师、挖掘机、焊工、水泥工等

职业技能培训，力争做到人人有一技之长。同时，

塔荣镇积极对接县直各部门，充分发挥“乡办村队”

的作用，利用县城绿化及道路绿化契机，每年帮助

富余劳动力 400 余人增收。2022 年，塔荣镇转移就

业 1800余人，实现增收 2000余万元。

此外，对于全镇 16至 59岁的农牧民，塔荣镇通过

走村入户了解培训就业需求，组织农牧民参与县人社

局开展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并向取得职业技能证书

的农牧民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自 2019 年以来，塔

荣镇全镇每年参与技能培训的农牧民达 200 余人。

职业技能培训极大地拓展了农牧民就业渠道，进一步

确保了农牧民稳定收入、增收致富。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为贯彻落实

拉萨市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推进

会暨“作风建设年”动员会议精神，近日，拉萨

市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采取不打招

呼、实地检查的方式，对归口监督单位的干部

工作作风、工作纪律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记者了解到，拉萨市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

察组监督单位多为经济部门、民生部门，同企

业、群众打交道多，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

党群干群关系。

“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不好？工作效

率高不高？”这是近日拉萨市纪委监委第六派

驻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在拉萨市三级政务服

务大厅对归口监督单位窗口暗访时，同办理不

动产登记时的群众之间的对话。

检查中，拉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

告诉记者：“近期受理抵押登记、转移登记、变

更 登 记 、首 次 登 记 、更 正 登 记 等 不 动 产 登 记

386 件，已经全部办理完成，发放不动产登记

证书 241 本、登记证明 148 本，出具了 1897 份

个人及家庭房屋登记记录信息证明，办理抵

押融资约 4.3 亿元。为更好落实市委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工作部署，2023 年，我们将加快推

进‘拉萨市不动产登记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早 日 完 成‘ 一 窗 受 理 、并 行 办 理 、互 联 网 +不

动产登记’及‘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等工作，

全面提升广大群众办事体验，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下一步，拉萨市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

监察组将聚焦‘遵守纪律不严、基层组织不强、

运转机制不畅、决策执行不力、宗旨意识不强、

工作作风不实、推动落实不力、干部能力不足’

八类问题，督促十家归口监督单位较真碰硬地

改、真刀真枪地改、红脸出汗地改，更加自信地

当好‘七个排头兵’。”拉萨市纪委监委第六派

驻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 1

月，进境邮递物品收件人通过支付宝“个人邮件税款支付”、微信“掌上

海关”小程序完成行邮税网上缴付 1500 余元，同比增长 3.5 倍，进一步

实现缴税“零跑腿”。

拉萨海关所属八廓海关负责人贺文利介绍，八廓海关以“智慧海

关”为抓手，聚焦收件人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下一步，将进一步提升通关效能和

服务水平，实现行邮征管智能化、作业信息化、缴税便利化目标。

拉萨市

免费检定检查金银饰品计量器具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近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

区计量测试所、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拉萨市经

营金银饰品商户的计量器具上门提供免费检定检查服务。

联合检查组一行先后检查了拉萨百货大楼、神力时代广场和老城

区金店。每到一家店铺，联合检查组执法人员检查商户营业执照，查

看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并进行登记。随后，由自治区计量测试所技

术人员用镊子取出标准砝码，放在商户的计量器具上测量显示数字，

校准计量器具；再由商户工作人员取出一件饰品放在计量器具上，对

照标签标示重量称量饰品克重。

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说：“下一步，拉萨市、城关区两

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大金银首饰场所计量器具检查力度，加强

计量法律法规宣传，规范行业管理，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提高计量管理

水平，依法严肃查处计量违法行为，切实有效规范拉萨市金银饰品的

计量器具规范检定行为，为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拉萨海关

加快推进“智慧海关”建设

近日，西藏图书馆在拉萨举办“浓浓年味伴书香”藏历新年故事会

活动。

图为孩子们自创的手工对联。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见习记者 顿珠扎西 摄

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城乡发展服务有限公司举行第八次分红仪式，为全乡群众分红

294万元。

据悉，该公司成立以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参与运输服务，创新打造了群众

增收致富平台。目前，该公司有 441 辆运输车辆，去年运输总收入达 9500 余万元，平均每辆车一年收

入达 20余万元。

图为分红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见习记者 顿珠扎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