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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朗县仅有 3 条沥青路，建制村通

畅率仅为 18%。

现如今，车入朗县境内，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美丽画卷：农田阡陌纵横，平整的水泥

路上各式农用车来回穿梭；路旁整齐的绿化

带里花木扶疏，姹紫嫣红；一条条水泥路铺

进村庄，通到了菜地、果园；村内硬化街道连

着乡村路，乡村路连着干线路，村村相通，路

路相连，相互交织，四通八达……

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

“要想富，先修路。”经济要发展，交通须

先行。“十三五”以来，朗县交通项目建设步伐

不断加快。现在，朗县建制村通达率 100%、通

畅率 94%、好路率 70%以上，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目标，切实打通了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最后一公里”。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

优先考虑有资质、有实力的当地农牧民施工

队参与项目建设，并明确项目建设中农牧民

群众参与务工比例不低于 30%，带动当地农牧

民群众年均增收 1800 万元。特别是近两年

来，积极组织 1500 名贫困群众参与交通项目

建设，实现群众就近增收 3600万元，极大激发

了群众参与公路建设的热情。

得益于农村公路的良好路况，现在，农

牧民群众可以将收割机直接开进地里收割

青稞，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提高了劳动效

率。农牧民群众在享受农村公路建设成果

的同时，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

信心和决心。

服务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

在建设农村公路的同时，要让群众享受

建设的成果，真正实现建一条路，带动一方致

富。

“交通建设发展迅速，为我们带来了发展

机遇。乡村旅游火了起来，不少外出务工的村

民都返乡回到村里，家人在自家屋里进行一些

经营项目，收入很可观。我们村现今要考虑的

是如何在继续做好传统农牧业发展的同时，通

过副业来增加村民的收入，享受现代文明的生

活气息。家庭旅馆是一种很好的生财之道，同

时也能让藏汉群众更好地交往、交流，让群众

真正感受到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实惠。”洞嘎镇

卓村党支部书记洛桑兴奋地说道。

卓村村民扎西顿珠也开心地说：“自从我

家门口那条路修通了之后，我们出行方便了。

水果、辣椒、青稞、酥油等农畜产品也可以更好

地卖出去了。物流方便了，家门口就有快递送

货上门。游客进来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打工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坐

着数钱，陪着家人幸福地过日子。”

现如今，走进卓村，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

蔬菜、果园，一家家庭院式家庭旅馆、独具特

色的藏家茶馆和家家户户门上的国旗迎风

飘扬。家庭旅馆及茶馆的开设，既让内地的

游客体验到独具特色的藏民族文化和美食，

也增加了村民的现金收入。

有路必养、养必到位基本实现

按照《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的意见》要求，

朗县全面落实县、乡人民政府主体责任，养护

资金及时、稳定、足额发放到位，养护工作机

制更加有效灵活，农村公路养护成效明显。

为统筹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工作，进一步

加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建立和完善农

村公路养护管理机制，延长公路使用寿命，

朗县成立了农村公路养护工作领导小组，设

立农村公路养护办公室，为开展好公路养护

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对于日常保洁、绿化等非专业项目，朗县

吸收农村公路沿线 238名群众参与，而农村公

路大中修等专业性工程则交由专业养护队伍

承担，并对相关养护工程进行登记造册，实行

专人管理，明确相应职责，以确保农村公路实

现日常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养护。截至目前，

累计投入 300余万元完成朗杰线、仲列线等 20

余条农村公路养护任务与抢险保通及修复工

作，清除塌方、滑坡、落石等 33680 立方米，清

理公路边沟渠约 480 公里，修补路面坑槽、路

肩、路基缺口等 41370 立方米；组织 2000 余人

次群众临时性参与公路养护和抢险保通工

作，实现群众增收 20余万元。

交通运输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是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保障，是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基础性和先导性

条件。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区乡村公路建设加快发展，管养能力持

续提升，运输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城乡融

合发展不断加快，农牧民群众获得感进一

步增强。但乡村交通运输事业仍存在乡

村公路建设资金筹集困难、非贫困村与贫

困村发展不平衡、农村公路养护投入不

足、农村客运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由

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脱贫致富的步伐。因此，要实现

偏远农牧区彻底脱贫、脱贫后不返贫，就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充分发挥交通基础作用。除此

之外，笔者认为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统筹谋划，精准施策。确保交通规划

与其他相关规划衔接，强化多种交通方式

间衔接，兼顾现实基础和战略需求；准确

把握不同地区的交通需求，因地制宜安排

交通项目，合理确定资金分配。在交通发

展短板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多、贫困发生

率高的重点区域率先突破；逐步消除贫困

地区交通瓶颈制约，推进交通运输公共服

务均等化。

创新机制，激发活力。建立健全上下

一体、部门协同、内外联动的交通扶贫新

机制，强化政府责任，充分发挥基层尤其

是县级政府的脱贫攻坚主体作用；发挥市

场在交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增强贫

困 地 区 自 身 发 展 的 内 生 动 力 和 发 展 活

力。通过交通条件的改善，带动当地农牧

产业的发展，增加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最

后摘掉贫困的帽子。

集约环保，安全高效。在交通建设和

运输服务中，坚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注

重生态和环境保护，推动贫困地区交通运

输绿色发展；强化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管

和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贫困地区建成“广覆盖、深通达、提

品质”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外通内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

便捷”，所有行政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当好“先行官”。

本报巴宜电（记者 张猛 史金茹）11月 16日，由西藏农牧学院

主办，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管

理服务中心承办，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的“精准帮

扶、助力就业——西藏农牧学院 2020 届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在西

藏农牧学院文体馆举行。

招聘会上，广大毕业生积极投递求职简历，就入职要求、工资

待遇、个人发展等方面问题与招聘企业展开细致咨询，并结合自

身所学专业技术，签约心仪的企业。

据招聘现场统计，整个招聘会进场 2600 余人次，共计 2300 余

人次投递简历，66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长期以来，西藏农牧学院始终将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决策部署，落实

自治区党委、政府就业创业工作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立足专业设置和学生特点，深化就业创业工作，稳步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工作质量。学校坚持“立足高原，面向西藏，

服务‘三农’”的办学定位，突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这个政治标准，努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

好”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西藏农牧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刘恒良说：“今年，我院积极采

取一对一帮扶，大力走出去、拓宽就业市场，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等众多措施，积极与各级各部门联系，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大力

促进我院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发
展
乡
村
交
通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张
猛

精准帮扶 助力就业

西藏农牧学院拓宽 2020届毕业生就业渠道

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于 2007 年实现数字化全方位开架式管

理，现拥有电子图书 140 多万种、电子期刊（报纸）13000 多种。先

进的设备与技术手段，高品质的网络环境为广大师生提供了攀登

书山、遨游学海的条件。

图为近日，在西藏农牧学院图书馆内，学生利用电子阅览设

备查找、阅读相关文献。 本报记者 张猛 史金茹 摄

乡野变通途 筑就致富路
—朗县大力发展乡村交通助力脱贫攻坚走笔

本报记者 张猛 史金茹

■ 近 年 来 ，朗 县 坚

持把“四好农村路”建设

作 为 农 牧 区 产 业 发 展 、

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

重 要 抓 手 ，不 断 加 快 推

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参

与“四好农村路”创建。

交通运输的发展给

农牧民群众带来了极大

的 便 利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不断拓宽，幸福感、获得

感不断增强。

“马上就要换防了，你也快回家啦。”指导员

张鹏鹏的一句提醒，让班长陈新对即将退伍有了

实感。明天他就要离开守了 12 年的西藏军区某

边防团日东哨所，到团部集中休整，12 月将脱下

军装退役返乡。

10 月 30 日 7 时，哨所外开始飘起雪花，陈新

裹着大衣在室外踱来踱去，偶尔弯腰拾起一块石

头，“嗖”地一下扔向对面的山上。“12 年了，这茫

茫的雪海，这孤寂的哨所，你难道还没守够？”他

喃喃自语，眼眶润润的。

哨所按计划将对某山口执行巡逻任务，考虑

到老兵即将离队，巡逻名单上没有他们。陈新知

道后急了，私下找到指导员说：“请让我最后再走

一趟吧，以后怕再也没有机会了！”

“明天就要走了，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拍些

照片留点回忆。”“不，我不能带着遗憾下山！”面

对指导员的关切，陈新坚定地说。见状，指导员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注意安全！”

风雪交加中，陈新和战友一路艰难前行。他

一边给战友开辟道路，一边提醒副班长张世雄：

经过哪段路要特别小心，哪里最容易发生雪崩，

哪里最容易摔伤……3 个小时后，巡逻小分队顺

利抵达点位，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山口迎风高高

飘扬，陈新举起右臂，大声喊道：“我站立的地方

是中国！”

回到营区，哨所官兵为即将离开的老兵精心

准备了一场欢送会。平时喋喋不休的陈新显得

有些沉默，只是拉着张世雄的手说：“兄弟，以后哨所就交给你了……”

深夜，大家都熟睡了，陈新像往常一样用手电筒把每名战士的床都照了

一遍，帮大家盖好被子。而这一次他用的时间格外长，在 7个战士床铺之间走

完一圈，已是深夜。他睡不着，干脆把哨所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并抱回一

捆柴火，把炉火烧得旺旺的。随后，他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坐到天亮。

次日 9 时，离别的时刻到了。临行前，陈新俯下身捡起一块石头，郑重

地装进行囊。虽然无数次想象过离开哨所时的情形，但当这一刻真的来

临，他还是不禁湿了眼眶。就在陈新准备朝山下走去时，他猛地转身，整理

下军装，正了正帽子，对着雪山、对着哨所、对着战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举起的右手久久不肯放下……

此时此刻，每一座雪山、每一片雪花、每一块石头都让他留恋，即使是

平时让他们忌惮的寒风刮过哨所的呼啸声，也倍感亲切。

察隅县日东村是处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的

“双拥模范村”。今年 82 岁的藏族老阿妈旺秋卓

玛，60多年如一日拥军不辍，成就一段佳话。

10 月底的日东河一改往日的活泼，似乎恬

静地睡着了。岸边的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日东哨

所，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正在举行巡逻官兵归

建暨换防仪式。活动现场，一位盛装的藏族老

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被官兵们亲切称为“老

阿妈”的旺秋卓玛。

接过旺秋卓玛递过来的酥油茶，欧珠哨长

喝出了茶里最原始的浓香。“老阿妈的戍边情就

和这碗酥油茶一样，醇香！”巡逻官兵竖起大拇

指说道。

一场大雪，让本就崎岖难行的巡逻路更添

几分“凶险”，为顺利完成换防前的最后一次巡

逻，哨所官兵急需一名“资深”向导。在旺秋卓

玛的动员下，村民们积极响应，最终选择了经验

最为丰富的查初。

在母亲耳濡目染下，儿子查初 18 岁作为民

兵，就为巡逻“保驾护航”，没想到一干就是 30

年。30 年来，60 余次的巡逻，让他熟悉了巡逻路

上的一草一木，成为官兵巡逻路上的“定心丸”。

10 月 26 日，老阿妈像往常一样，拎着青稞酒

和酥油茶，在安昭英墓前倒上一杯青稞酒、一碗

酥油茶，说上几句问候的话才蹒跚离去。每当

有人问她为什么每年都来时，老人慈祥的眼中

满是遗憾。

那年，哨所官兵上山巡逻，安昭英和留守战

友因误食毒蘑菇集体中毒。老阿妈得知情况

后，主动申请照顾中毒战士，但因为当时条件有

限，中毒最深的安昭英因抢救无效离世。

没能救活安昭英成为老阿妈一生的遗憾。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20 年，但是为了让孩子不觉

孤单，每年的清明节和安昭英生日那天，老阿妈

都会到坟前陪他说说话，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思

念之情。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是亲人解放军，是救

星共产党……”一首《洗衣歌》，唱出了解放军和藏

族人民结下的深厚鱼水情，旺秋卓玛更是将对党和

解放军的感激之情刻在了一千余篇日记里。

翻开老阿妈的日记，一篇篇“爱民故事”映

入眼帘。“军民团结守边防，军爱民来民拥军”，

正是她拥军初心的真实写照。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候，村

民格桑脸上多添了一份收获的喜悦。

原来，9 月中旬，丈夫多杰因车祸暂时丧失

劳动能力，看着蜡黄的青稞，格桑心里满是着

急。闻知此事，哨所官兵组成抢收队走进青稞

地，帮助她完成青稞抢收……

哨所官兵所做的点点滴滴，村民们看在眼

里，刻在心里。丰收后的第一碗酥油茶送给解

放军、巡逻途中帮助官兵准备薪柴取暖、大雪封

山时解决官兵日常生活困难……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诠释着民拥军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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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秋卓玛：

军民鱼水情化作浓香酥油茶
本报通讯员 冉腾飞 陈耿 本报记者 张猛 史金茹

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支援边疆建设，填补西藏纺织业的

空白，发展西藏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市毛麻公司

千里迁至西藏林芝八一镇，成立西藏林芝毛纺厂，西藏的第

一个现代纺织厂就此诞生。

上图：上世纪 60 年代，林芝毛纺厂刚建立时，工人在进行

纺织工作。

右图：近日，林芝毛纺厂工人操作经过现代化改良过的

机器进行纺织作业。

本报记者 张猛 史金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