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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杰在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强调

切实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洛桑江村宣读表彰决定 齐扎拉主持 丁业现通报情况 庄严出席

提起菠萝蜜、香蕉等这些水果，大家可能会认为它们只有在我国三亚、西双版纳等地区才能生长，其实不然，这些热带植物在
西藏早已引进试种了。2017年，自治区农科院蔬菜所热作中心分别引进了澳洲坚果、荔枝、龙眼、菠萝蜜、菠萝、毛叶枣、火龙果、芒
果、番荔枝、莲雾、黄皮、果桑、咖啡、柑橘、枇杷、杨梅等17种59个热带亚热带果树品种，分别在拉萨、墨脱县背崩乡和察隅县下察
隅镇进行了栽种。 文/图 记者 李海霞

2016年，内地专家在藏调研考察后表示，
我区部分地区可引进种植热带果树，还可引
进种植部分热带反季节蔬菜、热带牧草、中药
材等作物。可通过建立西藏高原热区作物研
发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可充分挖
掘藏东南热作区气候、生态、种质、水、人力等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西藏热作产业。

2017 年，自治区农科院蔬菜所热作中
心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
究所、云南省德宏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内地科研单位和企业分别引进了澳洲坚
果、荔枝、龙眼、菠萝蜜、菠萝、毛叶枣、火龙
果、芒果、番荔枝、莲雾、黄皮、果桑、咖啡、
柑橘、枇杷、杨梅等 17 种 59 个热带亚热带
果树品种，分别在拉萨、墨脱县背崩乡和察
隅县下察隅镇进行了栽种。“栽种面积有
120 余亩，希望通过引种试验，筛选出适宜
不同区域栽培的热带亚热带果树品种。”
该项目负责人自治区农科院蔬菜所副研究
员王文华介绍。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些引进的热带作
物长势如何呢？记者联系到了王文华。据他
介绍，从目前来看，在察隅种植的芒果、荔枝、
台湾青枣、火龙果和少量澳洲坚果树没有安
全越冬。“30株黄皮、50株果桑和2400多株澳
洲坚果树长势良好。”王文华说，“墨脱种植的
澳洲坚果、咖啡、龙眼、芒果、莲雾、菠萝、果
桑、菠萝蜜能正常越冬，且长势良好。同时，
通过对林芝市巴宜区章麦村和昌都市芒康县
纳西民族乡两个试验性茶园的管理，浇水、越

冬试验及气候观测等工作，观察了茶树生长
情况，初步得出两地不适合从四川雅安引进
种植茶树的结论。”

引进的热带作物是否适应我区，以后能
否大力推广种植，需要时间的检验，同时也
离不开科研人员的努力付出。采访中，记者
了解到，过去的一年，他们对墨脱32亩和察
隅100亩热带果树基地加强了管理。重点开
展了热带果树覆布（膜）控草、果树施肥、果
园土壤深翻、果园绿肥种植、果树修剪、咖啡
促熟、虫害防控、树干涂白越冬等试验工

作。在拉萨2个热带果树温室开展了果树修
剪、施肥、澳洲坚果蓟马和果桑红蜘蛛防治
等工作。

“自治区农科院又从云南省德宏热带
农业科学研究所引进咖啡种子3千克，在墨
脱播种培育咖啡苗5000多株；在墨脱和拉
萨培育菠萝、果桑、火龙果等热带果树苗
近 2000株；在墨脱热作基地开展了澳洲坚
果嫁接试验。此外，我们也调查了墨脱和
察隅热作基地热带果树生长情况，深入察
隅县下察隅镇沙玛村，开展澳洲坚果生产

指导工作。”王文华告诉记者。
科研人员还对这几年来墨脱、察隅和拉

萨引进种植的17种59个热带亚热带果树品
种的生物学特性、物候期、农艺性状、抗逆性
等进行了总结描述，结合采集的墨脱和察隅
热作基地气象数据，初步确定察隅和墨脱适
合及不适合种植的热带果树种类。除此之
外，自治区农科院积极开展西藏野生蕉杂交
育种工作。以1个西藏野生蕉为父本，10个栽
培蕉品种为母本，杂交近100个组合，获得近
100串芭蕉，初步获得一批杂交种子。

试种热带作物，从云南引进咖啡种子3千克

区农科院在墨脱播种培育咖啡苗5000多株

咖啡 莲雾 菠萝

商报讯（西藏日报 陈林 陈跃军）16日上
午，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
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吴英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切实巩固
提升好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洛桑江村宣读表彰决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齐扎拉主持会议；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区政协党组书记丁业现通报2019年度全区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评估情况；区党委副书记、自
治区常务副主席庄严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
区常务副主席、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指挥长罗
布顿珠具体部署巩固脱贫攻坚的有关任务；
自治区领导旦科、白玛旺堆、刘江出席会议。

会议书面传达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和全国深度贫困地区座谈会精神，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的自治区领导同志为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吴英杰强调，2019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
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持续高位推进、响鼓重
槌，特别是总书记在处理党和国家事务日理
万机的情况下，十分重视关心西藏的脱贫攻
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既指方向又明路径，
既提要求又教方法，为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吴英杰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定不
移贯彻落实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抓
好发展稳定生态三件大事、以强党建为保障
的同时，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去年两项重
中之重的任务之一，瞄准“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聚焦剩余19个贫困县区、15万贫困人口，
逐县分析致贫原因，因县实施差异化政策，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节约为先，全面加强组织
领导，脱贫攻坚责任层层得到压实，“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全部解决，各项帮扶举措扎
实有力，对口援藏帮扶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巡
视和考核发现问题整改成效显著，扶贫与扶
志扶智齐头并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吴英杰强调，成绩来之不易，应当充分
肯定，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到，我区脱贫攻坚工作仍然有一些短板和薄
弱环节。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全面验收交账之年。脱贫
攻坚在全面小康各项目标任务中最具代表
性、最有影响力，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
识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巩固
提升好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西藏的新征程。

吴英杰要求，一要保持战略定力，确保组
织领导不松劲。要坚定坚决地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巩固提升脱贫攻坚工作
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决杜绝思想松懈、麻
痹大意，继续发扬连续作战、越战越勇的作
风，保持攻坚态势，全力以赴履行好应尽职
责，切实落实好“四个不摘”的要求，坚持目标

不变、力度不减，机构不变、人员不散，政策不
变、效果不减，作风不变、责任不减，做到尽锐
出战。要以务实的作风推进脱贫攻坚，杜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扶贫领域风清气正。

二要巩固脱贫成果，确保经得起历史检
验。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和防
止返贫上，加大督查力度，统筹抓好精准识
别、产业支撑、政策激励、就业优先、援藏扶
助、社保兜底等各项工作，坚持现行标准，认
真查找漏洞缺项，健全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加
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
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努力实现高质量
脱贫。

三要壮大特色产业，确保持续稳定脱
贫。各地要立足资源禀赋，正确处理好城镇
就业和就近就便、不离乡不离土、能干会干的
关系，树牢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理
念，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加大统筹
力度，分类施策，集中精力发展基础好、潜力
大、可持续的产业，看准一个做成一个，进一
步完善产业规划，拉长产业链条，多层次全方
位搭建产业体系，发挥品牌优势，着力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

四要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减贫工作接续
推进。紧密结合我区实际，关注边缘群体，加
快研究解决相对贫困的政策措施，构建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坚持适度规模
集中，做好边境小康村建设、特色小城镇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极高
海拔生态搬迁等方面的有序衔接，保持帮扶
政策和支持力度的连续稳定，健全多部门协
同的相对贫困人口信息管理体系、风险监测
体系和防贫保障体系，推进扶贫工作常态

化。要处理好城市发展和提高农牧区基本公
共服务能力的关系，着力补齐全面小康“三
农”领域短板，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五要用好脱贫教材，确保正面宣传鼓
劲。把我区脱贫攻坚工作梳理好，把脱贫攻
坚蕴含的制度优势、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总
结好，把脱贫攻坚的伟大精神提炼好，讲好西
藏故事，传播西藏好声音，用故事讲道理，讲
打动人的故事，把脱贫攻坚成果与十九届四
中全会明确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十三个坚
持和完善”的关系宣传展示好，让各族群众真
正感受到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怀，不断增进

“五个认同”，从而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

齐扎拉要求，在统一思想上见行动见实
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为指导，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统一步
调行动，切实把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落实到位；在推动工作上见行动见实效。全
区上下要立即行动起来，结合各自实际，对
工作任务进行再明确、目标进行再分解，以
钉钉子精神确保工作落实见效；在压实责任
上见行动见实效。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按照现有责任体系，继续保持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收官之年圆满
收官。

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
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地（市）、县（区），自治区政府驻内地办事
处、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设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