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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上的交流发言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上的交流发言（（摘登摘登））

2021 年 ，怀 揣 着 梦 想 ，我 来 到 昌

都 市 类 乌 齐 县 香 迁 村 担 任 第 一 书

记 兼 驻 村 工 作 队 队 长 ，用 青 春 和 汗

水 践 行 新 时 代 驻 村 干 部 的 使 命 与

担 当 。

驻村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难忘

的 一 幕 。 一 对 年 轻 夫 妇 挥 泪 告 别 年

迈 的 父 母 和 嗷 嗷 待 哺 的 婴 儿 外 出 打

工，婴儿的啼哭声和亲人的眼泪就像

刀 子 一 样 扎 进 我 的 心 里 。 当 时 我 就

暗 下 决 心 ，要 尽 自 己 所 能 ，让 群 众 就

近就便就业。带着这份信念和执着，

我走遍了村庄的所有角落，了解香迁

村的地域特色、群众收入和产业发展

状况。走访中发现，家家户户将种植

的 芫 根 用 来 喂 养 牲 畜 。 我 突 然 想 起

了 小 时 候 阿 妈 用 芫 根 做 成 美 食 的 场

景 ，心 中 不 禁 萌 生 了 一 个 大 胆 的 想

法 ：如 果 将 芫 根 制 作 成 商 品 进 行 销

售，前景会怎么样呢？

有了想法以后，我白天在田间地

头向村民了解芫根的种植情况，晚上

通宵达旦在网上查阅芫根的功能、用

途等，很快一幅芫根产业发展的蓝图

就在脑海中初步成形，并第一时间向

驻 村 队 员 和 村“ 两 委 ”班 子 表 达 了 我

的想法，随后召开村民大会征求群众

意 见 。 但 有 的 村 民 觉 得 现 在 物 质 条

件越来越好，谁还吃芫根呢？只能做

牲畜的饲料，做成商品简直就是一个

笑 话 。 会 开 到 一 半 就 不 欢 而 散 了 。

可我并不想放弃，会后就挨家挨户上

门 去 做 工 作 ，可 是 却 屡 次 吃 了“ 闭 门

羹 ”，坚 强 的 我 第 一 次 流 下 了 委 屈 的

泪水。

群众工作做不通，我就转变思路，

从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家庭入手。最

终争取到 55 名村干部和党员的支持，

并 把 闲 置 的 办 公 室 作 为 临 时 生 产 基

地，按照传统工艺进行试验加工，成功

制作出第一批芫根产品。没有销售经

验的我，带着村干部用最笨的方法，在

菜市场、国道旁摆地摊，逢人就推销，

几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结果一斤都

没卖出去。思前想后，我决定转变方

向，到商店和企业进行推广销售。经

过三个月起早贪黑的努力，终于销售

出 1000 斤芫根产品，为村民获利 4000

余 元 。 这 也 让 村 里 的 群 众 看 到 了 希

望，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销量也越来

越好，于是我又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有

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资金建成 400 平

方米的芫根厂房，成立芫根种植专业

合作社，芫根产业正式迈出了第一步，

也更加坚定了群众发展芫根产业的信

心和决心。

随着芫根产业进入规模化生产，

传 统 的 销 售 方 式 已 经 不 再 适 合 。 为

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我尝试着与政

府部门和大超市对接，但结果始终不

太理想。我意识到，光靠线下销售很

难 让 产 品 走 出 去 。 于 是 开 始 学 习 网

络 销 售 知 识 ，关 注 抖 音 带 货 达 人 ，向

他们咨询网络销售技巧，又参加昌都

市 网 络 销 售 培 训 ，并 尝 试 着 拍 视 频 、

开直播。但从未直播过的我，面对镜

头 充 满 了 害 羞 、尴 尬 和 紧 张 ，说 话 也

结结巴巴，很长一段时间粉丝只有寥

寥 几 人 ，但 我 依 然 咬 牙 坚 持 了 下 来 。

在经历了百余次直播后，终于迎来了

网 络 销 售 的 第 一 单 。 一 位 拉 萨 的 网

友 在 直 播 间 订 购 了 5 瓶 125 元 的 芫

根，这令我欣喜若狂、信心大增，更加

坚 定 了 走 网 络 销 售 这 条 路 。 从 此 开

始延长直播时间，在周末或闲时一播

就 是 七 八 个 小 时 。 随 着 网 络 销 售 技

巧的逐渐成熟，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带货主播”，芫根也开始从无人问津

到 广 为 人 知 。 2021 年 通 过 网 络 直 播

带 货 销 售 额 达 到 10 万 余 元 ，2022 年

直 播 带 货 销 售 额 突 破 30 万 元 ，芫 根

产品相继销售至拉萨和成都、重庆等

大城市。我们的驻村故事在《北京周

报》刊 登 ，“ 网 红 ”故 事 被 西 藏 卫 视 拍

成 宣 传 片 在《西 藏 诱 惑》播 放 。 在 网

络的带动下，更多的人知晓了香迁村

的 芫 根 产 业 ，销 售 量 与 日 俱 增 ，2022

年 累 计 收 入 达 到 48 万 余 元 ，带 动 全

村 106 户 603 人 实 现 就 地 就 近 致 富 增

收 ，群 众 的 腰 包 鼓 了 ，幸 福 的 笑 脸 也

更多了。

推动芫根产业发展是我们驻村工

作 的 一 个 缩 影 。 两 年 的 驻 村 经 历 让

我懂得只要心里装着群众、一心想着

群众，就没有办不成、办不好的事，就

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岁 月 不 居 ，时 节 如 流 。 下 面 ，我

通过三个关键词，交流一年来在芒康

服务基层党建、建强基层组织的工作

感悟。

第 一 个 词 ：爱 心 驿 站 。 这 是 芒 康

县正在打造完善的 14 个基层党建示范

点 之 一 拉 乌 村 党 支 部 的“ 昵 称 ”。 现

在，拉乌村“爱心驿站”已是 318 国道旁

一张靓丽的名片。“东达山大雪封山，

留宿拉乌村，感受到了兄弟民族大家

庭的温暖”“拉乌村让游客有了一个温

暖的家”“感恩拉乌村的爱心驿站，很

温暖”——游客的留言条贴满了这个

网红打卡点。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们

付出辛勤汗水打造维护的示范点，收

获的是游客的口碑，擦亮的是党旗的

红。去年昌都市委组织部拍摄的《党

旗下的网红打卡点》，被中组部评为全

国优秀电教片。除了拉乌，芒康县还

在陆续打造“茶马古道”滇藏界、“千年

盐田”盐井宗、“察芒纽带”党旗山、“青

稞粮仓”邦达仓等党建示范点。立足

芒康三省交界、四条主干道、五个大出

入口的区位优势，特别是“西藏解放第

一县”的红色文旅资源禀赋，整合 756

万元资金，全力以赴打造藏东党建红

色走廊，目的就是要让走进芒康的各

族人民“第一眼”就能看到高高飘扬的

党旗，“第一步”就能感受到党在边疆

的稳固根基。

第 二 个 词 ：破 解 难 题 。 驻 村 工 作

只 有 接 了 地 气 ，工 作 起 来 才 有 底 气 。

到岗第三天我就开始村情调研，一年

时 间 ，全 县 所 有 乡 、村 平 均 去 了 4-5

次，累计行程 1 万多公里，对各乡、村基

本情况、长短优劣做到了然于胸。为

破解基层“层层加码、重复安排”的问

题，我和县委组织部深入研究、大胆尝

试，整合办公场所和资源，组织县乡两

级党建办、驻村办重组了“党建+驻村+

X”工作室，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减轻

了基层负担。为破解基层治理底数不

清、治理难度大的问题，我和各临时党

支部、驻村工作队认真开展“大起底、

大清查”和“千名干部进千村 矛盾纠纷

隐患大排查”等专项行动，打造了芒康

县扁平高效的“党建+网格化+基层五

治”社会治理体系，改变了网格人员福

利泛化、意识淡化、职责弱化的状况，

基层治理的“末端”逐步转变为服务群

众的“前哨”，全县“小网格”在重要节

点发挥了“大作用”。为破解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难问题，我和县相关部门、乡

镇、临时党支部举办了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专题研讨会。指导帮助

竹 卡 村 成 立 全 县 第 一 家 村 属 运 输 公

司，当年就实现收入 856 万元。该村群

众仁青扎西动情地说：“我现在的富裕

生活，都是托共产党的福，托习近平总

书记的福！”

第 三 个 词 ：为 民 情 怀 。 这 是 我 们

每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永 远 不 能 忘 记 的 初

心。各驻村工作队始终把为民服务作

为 重 中 之 重 ，一 年 来 共 为 民 办 实 事

1057 件，惠及 2.4 万人次。在昌都市住

院的芒康群众次仁罗布急需输血，但

医 院 缺 乏 血 源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后 ，芒

康和卡若两县（区）总领队紧急联系，

第一时间协调到血源，使患者转危为

安，这也是总领队跨区域的一次高效

合 作 。 患 者 家 属 感 激 地 说 道 ：“ 是 驻

村 工 作 队 救 了 他 的 命 。”库 孜 村 群 众

拉姆卓嘎严重摔伤，家中又有多人因

大骨节病无法正常行走，工作队为她

家焊接了两个安全稳固宽大的金属楼

梯，方便了全家人的出行。拉姆卓嘎

眼含热泪反复念着：“感谢共产党，感

谢你们！”

经 验 来 自 于 实 践 ，才 干 来 自 于 历

练。一年的驻村工作，不仅丰富了我

的人生经历，更让我得到毕生难忘、受

用终身的宝贵财富。风正潮平，自当

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需快马加鞭。

置身新时代伟大历史洪流中，我将永

远保持昂扬向上的姿态，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日喀则市江孜县是农业和人口大县，素有“西藏

粮仓”的美誉。一年来，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

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的重要指示，聚

焦王君正书记强调的“带领群众致富”这项重点任务，

团结全县 155个驻村工作队和 554名驻村干部，因地制

宜选准主导产业，搭建一批产业发展平台，壮大一批

专合组织，让农牧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刚到江孜，我们就对全县乡村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摸底调研。我和驻村办的同志一起，跑遍了全县 19

个乡镇的所有村（居），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听取各方

意见建议，召开驻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就做大做优

乡村产业向县委提出建议。在实地调研了解中，我们

深感无品牌、无商标、无营销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拦路

虎”。为此，我们以蜂蜜产业为突破口，着力构建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协同的乡村产业发展模

式。首先，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旧观念，对包

装进行重新设计，以蜂蜜的“金黄”为底色，配上礼盒

和书签，从外观上提升品牌层次和购买吸引力。其

次，着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禄东赞用蜜蜂

找到人群中的文成公主”这一传奇故事讲起，注册“思

慕姑秀”（藏语意为“大家闺秀”）商标；根据我县作家

扎林旺多小说《斋苏府秘闻》中讲述的爱情故事，邀请

国内外 23 位知名诗人撰写“诗人蜜语”；以江孜英雄城

两次抗英爱国壮举为切口，打造“来自珠穆朗玛峰脚

下的礼物”“来自英雄江孜城边的问候”诗意文创产

品，给江孜蜂蜜植入了文化元素。同时，我和驻村干

部边学边干，既做生产的“监督员”，又做开拓市场的

“销售员”，开微店、建公众号，拍宣传资料、设计宣传

口号，对接各级工会并发动“朋友圈”推广转发，助力

打开蜂蜜销售渠道。目前，“金色的思念有点甜”这一

品牌已初步叫响，远销北京、上海等全国 28 个省区市，

许多内地客户感叹：“西藏竟然有这么纯正的蜂蜜，甜

到了我们心里！”现在，“回头客”越来越多，有的一次

性购买 100多斤，仅此一项去年为每户群众增收 900余

元。蜂蜜产业的发展不仅富了群众的“口袋”，也有助

于提高油菜等蜜源作物的品质和产量，更好地保护了

周边的生态。

农牧业是江孜的基础产业，青稞、油菜、冬小麦和

牛羊都是群众的“命根”。我们协调配合县委、县政

府，充分发挥上海援藏的优势，加强与阿里巴巴旗下

盒马集团的沟通协调，依托国内大型网络平台和网红

直播带货，让江孜特色农产品“触网”进城，牛羊肉、鸡

蛋、牛奶、大蒜、藏毯等产品销量大增。区外群众对青稞的购买意愿不足，我们就

搞精加工，让青稞“变身”为八宝粥、粽子、啤酒、饼干等系列产品。青稞粽子供不

应求，青稞八宝饭在春节期间就卖出了 5万多盒。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从粗放的发展方式中走出来，变“小散弱”为“集团军”。针

对江孜县农牧民合作组织投入力量散、收益渠道缺、管理机制弱的问题，我们一手

推行先进管理经验，一手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全县干部群众更新观念，破除利益藩

篱，坚持地域相邻、产业相连的原则，以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的方

式，减少同质化和“内卷”。比如：在已有能辐射全县的 15 个农机合作社之外，不再

实施新的农机类项目；在本地已有龙头养殖业的情况下，不再实施同类项目；组织

78 个村（居）通过“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参与通信网络管道工程建设，涉及资金 2500

多万元。在产业发展中，既注重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更注重群众是否真正得到实

惠，采取就业带动、股份合作、盈利分红等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防止把农牧民

群众从产业链中“挤”出来。

一枚鸡蛋，一滴蜂蜜，一粒青稞，一头牛，一只羊，分红大会上一张张淳朴的笑

脸，如清泉浸润着每一名驻村干部的心田。从机关到基层的一年，我们锤炼了党性、

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最重要的是造福了一方群众。我坚信，通过一批批驻村干

部的接续奋斗，全区的乡村振兴产业一定能越来越兴旺，一定会有更多的西藏特色

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群众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美满、更加幸福。

山 南 市 错 那 市 聚 塘 村 ，原 是 浪 坡

乡的一个边境放牧点。2019 年，随着

边境小康村建设项目的全面实施，原

曲拿村与聚塘合并，组建为现在的浪

坡乡聚塘村。曾经只有风和云守望的

聚塘，从此成为了守护祖国疆土的前

沿哨所。

我刚到聚塘就赶上搬迁群众乔迁

新 居 ，今 天 这 家 添 电 器 ，明 天 那 家 买

桌 椅 ，精 心 布 置 着 崭 新 的 安 置 房 ，喜

庆又温馨的场面和群众对新生活的憧

憬，让我对驻村工作充满了信心。但

随 着 深 入 了 解 ，整 合 搬 迁 村 治 理 难 、

任 务 重 、纠 纷 多 ，以 及 新 班 子 结 构 复

杂 、融 入 融 合 难 等 现 实 问 题 ，给 我 火

热的心情一下降了温度。我意识到，

必须重新认识聚塘、以全新的精神状

态投入驻村工作。

聚塘 81 户 273 名搬迁群众有 60%

以上来自山南市曲松县，离开故土到

一个新的环境，心里难免有些五味杂

陈 的 碎 碎 念 ：“ 碍 于 生 疏 办 事 不 知 道

该找谁了，乡里乡亲‘格啦’不方便再

帮我从拉萨往家里带东西了，去甜茶

馆也没有熟人可以聊天了……”做好

聚塘村的驻村工作，首先要让群众有

归属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随迁

到聚塘的两户藏汉民族团结家庭中的

汉族群众，他们好不容易融入周边群

众，又要重新开始。在深入了解群众

的困扰后，我和队员们一起逐户征求

群 众 意 见 ，先 后 6 次 商 讨 ，建 立 了“小

事 私 事 ”邻 里 之 间 帮 忙 办 、“ 集 体 事

情 ”村“ 两 委 ”商 量 办 、“ 大 事 要 事 ”上

级 党 委 牵 头 办 的“ 三 事 分 流 ”办 理 机

制。为促进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 融 ，尽 快 融 入 聚 塘 的 生 活 ，组 建 了

村文艺演出队，精心举办各式各样的

文娱活动，加深了群众彼此之间的了

解 ，增 进 了 感 情 。 为 了 让 群 众 搬 得

进、住得下、能致富，我们积极对接有

关 部 门 ，开 展 温 室 大 棚 试 种 羊 肚 菌 、

灵芝等高原菌种项目，迈出了建设富

裕 聚 塘 的 第 一 步 。 现 如 今 ，“ 我 们 的

聚 塘 ”已 深 入 人 心 ，搬 迁 群 众 实 现 了

从 身 份“ 融 入 ”到 生 活“ 融 洽 ”再 到 文

化“融合”。

群 众 之 事 无 小 事 ，件 件 都 是 心 头

事 ，驻 村 工 作 队 要 做 群 众 的“ 主 心

骨”，得让群众有安全感。“队长，家里

的自来水总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能

不 能 帮 我 看 一 下 ？”当 地 群 众 向 我 反

映这一情况后，我立刻带领队员前往

查 看 ，发 现 因 季 节 性 缺 水 ，搬 迁 群 众

家中普遍存在类似情况，这关系到饮

用水安全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

加班加点研究解决方案、制定项目计

划，经多方争取，130 万元的饮水改造

项 目 工 程 批 下 来 了 ，我 心 里 也 踏 实

了；“队长，队长，我母亲病了，能帮帮

我 吗 ？”一 阵 急 促 的 声 音 从 手 机 中 传

出，是一名搬迁群众患胃癌的母亲病

情加重急需救治。我心急如焚，在寒

冷的夜晚争分夺秒协调车辆、组织人

员及时将病人送至县医院。考虑到其

家庭困难，我们尽全力帮助争取到 2.7

万元医保救助金。想到他家后续的生

活 开 支 ，又 帮 助 筹 措 资 金 开 办 了 超

市 。 目 前 ，他 的 母 亲 病 情 稳 定 、超 市

生意红火、生活越来越好。每当我要

经 过 他 家 超 市 时 ，远 远 就 听 到“ 队 长

啦！到家里坐坐，喝口茶再忙。”看着

他 脸 上 灿 烂 的 笑 容 ，那 一 刻 ，我 想 明

白了，驻村工作最大的意义是“驻”在

群 众 身 边 、“ 住 ”进 百 姓 心 里 ，为 他 们

分忧、为他们解愁、与他们同乐。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西藏边疆人民的亲切关怀下，在自

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搬迁工作深

入推进，聚塘这个曾经的放牧点正在

蝶变为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

范区的生动样本。

2022 年 5 月，参加工作 21 年的我，

申请到海拔 5100 米的那曲市嘉黎县麦

地卡乡棍次尔铅姆村担任第一书记。

刚到村里的时候，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

头疼欲裂、彻夜难眠，走起路来像踩在

棉花上。还没来得及克服身体上的不

适，就听到村民悄悄地说：“一个长期在

机关坐办公室的人，跑到村里来能帮我

们做什么？”面对身体的不适和群众的

质疑，我没有退缩，反而激起了斗志，暗

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样子、干出成

绩。一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告诉

大家，我做到了。

这一年，村前的道路更平了。入户

走访中，群众反映村前的道路狭窄、坑坑

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严重影

响出行和安全。我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

反映，因受疫情的影响，资金的问题到

10月才得到解决，可 10月的麦地卡降雪

突至，施工难度陡然增加，施工人员产生

了离藏返乡的想法。我心急如焚：一旦

过了 10月，要想再修路就只有等到明年

开春，晚一天完工群众外出就多一分危

险，我拖不起、等不了。于是，急到牙龈

肿痛的我，似乎已经感觉不到病痛，主动

找挖掘机师傅解决油料和食宿，向施工

人员求情说好话。为了赶进度，我组织

村干部、党员、群众加入施工队伍。经过

加班加点、冒雪抢工期，路终于修好了，

自己也病倒了，可看着坑洼不平的小路

终于变成了平整大道，看着群众脸上满

意的笑容，我感觉一切都值了。

这一年，广袤的湿地更安全了。在

与群众唠家常时听说麦地卡湿地冬天

发生过自燃，当时吃惊又好奇——“结

冰的湿地还能着火？”原来冬季的麦地

卡湿地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冰坑，透亮的

冰像放大镜，在强光的照射下容易引燃

干草根。了解真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

自治区正在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作

为驻村干部一定要保证湿地的安全，以

一域的工作为全区生态环保大局作出

贡献。寒冬季节，天气晴朗时，我们安

排专人全天巡逻，确保一旦发生自燃，

能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并组织队员和

群众开展“破冰行动”。湿地没有道路，

只能步行，到达破冰点往往需要一两个

小时。破冰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在含氧

量不足平原 50%的麦地卡，对于我这样

40多岁的女同志来说，更是身体极限的

挑战，但作为第一书记，我必须以身作

则，带着大家一起干。冬天的寒冰比石

头还坚硬，我们用十字镐、铁锹等简单

的工具破冰非常困难，每一次挥舞都得

用尽全力，强大的反作用力震得手臂发

麻，一天下来，浑身酸痛，抬胳膊都困

难，吃饭拿筷子手都不听使唤地发抖，

我咬牙坚持：第二天继续；一周下来，手

上布满了裂口，一用力就渗出鲜血，我

仍然坚持：下周继续；一月下来，手套磨

破了十几副、鞋子穿坏了两双，可身体

已经适应了，精神头更足了，我信心满

满：下月继续；一个冬天下来，皮肤变黑

了，身体更单薄了，但广袤无垠的湿地

更安全了。就这样，整个冬天无论是刮

风还是下雪，我们都在坚持。还记得除

夕在回去的路上，大家调侃道：“别人在

温馨的家里团圆过节，我们在冰天雪地

里组团过节。”

这一年，我们的感情更深了。我牢

记王君正书记“人在身在、身在心在、心

在情在”的嘱托，将其作为驻村工作座

右铭，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为了 13 户

95 名村民和 1400 余头牲畜及时安全转

场，我带着糌粑、干粮实地查看路线，帮

助清点牲畜数量，带着群众从夏季牧场

平安转至冬季牧场。为帮助群众发家

致富，我和驻村工作队的同事一道，帮

助群众将牛奶、酥油、牛肉、糌粑等本地

特色农畜产品运到县上统一销售。为

卖一个好价钱，就去收购商店一家一家

比对价格，一毛一毛讨价还价，先后帮

助群众销售农畜产品获利 16 万余元。

有一位群众拿到销售款时，笑着对我

说：“书记，我们家可以买车了。”真心才

能换真情，我们的真心付出换来了阿佳

手里捧来“无限续杯”的酥油茶，换来了

群众对驻村工作队的点赞。

我常想，每一个申请驻村的同志，

都怀揣着干一番事业的理想，而驻村工

作恰好让理想接了地气、有了烟火气，

也让理想的生命力更加持久。加油，亲

爱的驻村“战友们”，只要我们心系群

众，把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就能在驻村工作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服务基层党建 建强基层组织
自治区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昌都市芒康县驻村工作总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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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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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群众身边 “住”进百姓心里
山南市错那市浪坡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聚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次仁曲珍

“带货”芫根，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增收
昌都市类乌齐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三级警长，类乌齐镇香迁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嘎松曲珍

真心付出，换来群众真情点赞
那曲市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嘉黎县麦地卡乡驻村临时党支部书记、棍次尔铅姆村第一书记

朱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