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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拓宽致富路
产业发展是协调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基础，只有产业振兴，农牧民才能增收致
富，乡村才能振兴发展。

近年来，昌都市通过大力发展“七大种植
业”“五大养殖业”，实施了一大批乡村产业，扶
持发展农牧民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建立了有
利于群众增收致富的利益联结机制，并着力构
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在补齐农牧区发展短板的同时，昌都市以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抓手，大力改善农牧民
生产生活条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深入实施

“十大增收”措施，着力提高群众收入。
阿旺绵羊是昌都产业发展的成功典型，它

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贡觉县根据“做大、做优、做强”

的产业发展思路，投资1.6亿元，建成集“培
训、科研、育种、扩繁、加工、物流、冷链、销售”
一体的阿旺绵羊产业链，逐步实现了阿旺绵
羊产业的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以及产业
化经营。在核心养殖区外，县里还扶持了19
个专业养殖村，注册成立了4个专业合作社，
陆续带动了6000余户群众参与到阿旺绵羊
产业链建设中，拉动了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

来到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记者看
到村民四郎曲宗正在葡萄园里忙碌，剪掉枯
死的葡萄枝，浇上清澈的溪水。

这些年，四郎曲宗家的葡萄产量一年高
过一年，2019年突破了1万斤。“去年我们卖
了几千斤葡萄给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剩
下的都酿造了葡萄酒，算了一下，收入差不多
有4万多元。”四郎曲宗说。

截至2019年底，芒康县葡萄种植面积达
1.17万亩，年产葡萄酒约2000余吨，葡萄加工

年产值预计达7000余万元，带动1459户种植
户受益。

除了阿旺绵羊、芒康葡萄，类乌齐的牦
牛、八宿的荞麦等都是昌都市产业发展的靓
丽名片。如今，昌都市“五大养殖”基地、“七
大种植”基地布局已基本形成，特色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2019年，昌都市农牧特色产业
产值同比增长13%，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11545元，人们生活越来越好。

“未来五年，昌都将持续发力助推乡村产
业发展，进一步打造产业链，并大力吸引农牧
民转移就业，推动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成果
巩固提升、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昌都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军说。

环境改善提升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好生态宜居的

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旅游资源丰富的昌都市，坚持将
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旅游发展的前提，既让群众
吃上“生态饭”，还着力确保群众的生活家园更
加美丽。为改善人居环境，昌都市大力开展环
境污染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三整治、三提升”
和农牧区生活垃圾整治行动，推广村级污水处
理站建设，组织群众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大力
推进“厕所革命”，并大幅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据统计，2016年至今，昌都市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1754.06吨、白色垃圾468.04吨，清理河道湖
泊1774.28公里、畜禽粪污废弃物663.2吨、卫
生死角1939处，完成户厕改造25135户，并配
置乡村生活垃圾转运车辆1194辆，配备村庄保
洁员9805名。此外，昌都市在各村（居）积极
推广房前屋后种树，全面消除了海拔4300米
以下无树村、无树户的境况。

风景秀丽的然乌镇依托自然资源优势，
确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思路，
制订有关方案，从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保护和改善旅游环
境，以实现绿色发展。如今，然乌镇实现了镇
有环卫队、专业管护站、垃圾打捞队，村有保
洁员、护林员、垃圾打捞员，生态关键部位、重
要节点有专职人员领导、专人蹲点值守……

同样，位于伊日峡谷深处的类乌齐县伊
日乡水提村，在发展旅游的同时，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
态保护摆在首要位置。随着“四讲四爱”群众
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水提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通过张贴倡议书、入户宣讲村规
民约等方式，使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不断增
强。同时，水提村还设置了护林员、草监员等
生态岗位，负责峡谷内动植物的巡查与监管。

32 岁的格列加措是水提村的护林员。
“这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很丰富，需要有人来
守护。我们每个月至少要巡山4次，我很喜
欢这份工作，希望能用自己微薄之力，为生态
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他说。

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提升群众物质生活水
平，还要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

近年来，昌都市加快乡镇、村（居）、寺庙
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实现了乡乡有文化站、村
村有文化室、寺寺有书屋的目标。同时，昌都
市在农牧区广泛开展送文化下乡、移风易俗
行动，以及诚实守信、信用至上、诚信兴业、履
约守信等主题宣传实践活动，着力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使农牧民精神风

貌明显改善。
走在卡若区城关镇通夏村，平坦的水泥

路上看不到垃圾，房前屋后都栽有月季、雏
菊、苹果树等花草果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液
化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在通夏村村委会，
墙上挂着“全国文明村镇”“昌都市精神文明
示范村”等奖牌。

但是，以前的通夏村村容村貌并非如
此。以前，村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路面坑
洼不平，很难看到绿色。“为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生态村创建活动，我们通过召开村民大会，
设立宣传栏，向干部群众宣讲创建生态村的
重要性。”通夏村党支部书记加永尼玛说，现
在，村民们参与改善村容村貌的主动性、积极
性都很高涨。

有了群众支持，一系列精神文明示范村创
建措施接踵而来：推进农房改造工程，让农牧
民住进宽敞、漂亮的新居；实施饮水安全工程，
通水率达100%；投入10万元开展绿化工程，开
展村庄绿化，发展庭院经济，美化村容村貌。

走进芒康县曲孜卡乡，记者得知这里活
跃着一支“三弦舞”表演队。这支文艺表演队
是由当地村民组建的一支表演队伍。无论是
晴天还是雨天，队员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
在一起编排节目，切磋演艺技能，不断探索最
佳表演方式，提高节目质量。他们还经常深
入田间地头，将“四讲四爱”融入到“三弦”的
民间歌舞中，寓教于乐，赢得了群众点赞。

“随着曲孜卡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推进，政
府还投资建设了‘弦子广场’，一有时间，我们
便到广场上跳舞。”“三弦舞”表演队领队卓玛
次仁说。

如今，一幅“产业兴、生态美、乡风淳、社
会安、百姓富”的幸福画卷正在藏东大地徐徐
展开，“藏东明珠”正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村民年平均收入从2000多元提高到18000多元

看索朗坚增如何带领嘎巴村走上致富路

让美好生活“成色”更足
—昌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综述

商报讯（记者 卢彪）位于拉萨河北岸的纳
金街道嘎巴村，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的年平均收入从以往的2000多元提
高到了现在的18000多元。是什么让拉萨市
城关区纳金街道嘎巴村村民在短短几年内实
现了增收致富奔小康的目标？说起嘎巴村的
变化与发展，村民们不约而同的提起一个人
——嘎巴村党支部书记索朗坚增。

现年46岁的索朗坚增出生于拉萨市城关
区纳金街道嘎巴村嘎巴组，小学毕业后便在村
里跑运输。2005年，他作为嘎巴村致富能手，
被村党支部发展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
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2008年，索朗坚增

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从这年，他和村“两
委”班子依托政策和地域上的优势，带领全村
农牧民群众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快车道”。

2009年开始，索朗坚增及村“两委”班子
积极招商引资，先后把2家砂石厂、4家商混
站和1家沥青厂“招”进了村。同时，积极号召
有条件的村民购买卡车，帮助有意愿跑运输
的困难群众贷款或者联户购买车辆，提高自
身经济生活水平。

2011年至2012年，靠着运输砂石、沥青
等，村里的7辆车实现了年平均收入70多万
元。在榜样的激励和运输业利润的吸引下，
许多村民想方设法筹借资金购买卡车跑运

输。2013年开始将原有的27辆大型运输车
增加至如今的112辆，并集中于村委会统一管
理，成立了运输车队，同时还在车队中设立单
元先锋示范岗，通过量化考评，给做得好的车
辆颁发流动红旗。

2015年，位于嘎巴村热组的拉萨市城投
公司分公司(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占地 217
亩，该项目实施前期经索朗坚增牵桥搭线，
将运输工程部分交由嘎巴村运输车队负责，
当年车队盈利450万余元。2016年，位于嘎
巴村嘎巴组的城关区净土公司分公司(高标
准奶牛示范基地)，占地217亩，经索朗坚增
牵桥搭线，将运输工程交由嘎巴村运输车队

负责，当年车队盈利1400万余元。
2010年，索朗坚增带领村民群众开展土

地填土作业，共填平98亩土地，2012年再次
带领村民群众开展土地填土作业，共填平
152多亩，在这250多亩土地上修建蔬菜大
棚，通过村民自营或对外出租实现增收致
富，据统计蔬菜大棚年平均收入37万余元。

如今的嘎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翻了好几
番，村民的年平均收入从以往的2000多元提
高到了现在的18000多元。“我会利用更多的
时间去学习先进地区、先进集体的做法，倾注
所有精力为家乡的建设作贡献。”说到未来，
索朗坚增充满了信心。

初秋，丁青县协雄乡协麦村的温室大棚里，管理员罗布正忙着给西红柿绑蔓；位于类乌齐县伊日峡谷
景区内的一家藏家民宿里，村民罗桑格列炖着牦牛肉，为来自四川的游客准备午餐；芒康县德吉康萨小区
里，搬迁群众布嘎在布置自己的新房……行走在藏东大地上，群众为美好生活忙碌的场景比比皆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昌都市大力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在
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不断发力，使昌都农牧区环境明显改善，农牧民
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西藏日报记者 朱杉 胡荣国 扎巴旺青 陈志强 刘金鹏 周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