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周国欣 版式设计：于欢欢 校对：何远平 要闻

同心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幸福新西藏 发展新画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篇

西藏日报记者 次仁片多

脱贫帮扶
从农民到建筑队长

今年46岁的旦增是日喀则市岗巴县直
克乡索白村村民。过去，他靠种植青稞、土
豆、油菜过活，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使他家的
一年的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我是农民家
庭出身，家中有8口人，其中4个孩子在上学，
家中只有一个劳动力，只有小学文化的我家
庭拖累大，挣钱门路又少，在当地靠农牧业实
现增收无盼头，日子过得很艰难。”旦增说，当
时家里那种境况让他一度感到致富无望，甚
至对脱贫失去了信心。

精准扶贫攻坚战役打响后，岗巴县帮
扶单位，包村乡干部，第一书记等都在为索
白村脱贫致富想办法、出主意，帮助大家解
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2010
年，旦增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召集青壮年
劳力组建了果扎建筑队，虽说是初出茅庐，
缺乏管理经验，但旦增凭着广泛的社会交
往和谦虚学习的性格以及上级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施工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
色。他带动索白村贫困户22人，实现一年
每人增收10000余元。

旦增知道，施工队取得的成就，都应该归
功于党和政府的扶持。别看他年纪轻轻，对
于政府这几年来的真诚帮扶，心存感激。“县、
乡、村干部三天两头往家里跑，自己要是不努
力，怎么对得起大家。”旦增说，正是各级党
委、政府的倾情帮扶，让自己对脱贫有了信

心，也顺利完成了脱贫。

大胆尝试
探索养羊致富新路径

实现全村脱贫后，旦增认为，不管怎样帮
扶 ，勤劳才是致富的根本。2019年，看到周
围的村民一家家富了起来，急于改变贫困现
状的旦增，凭借岗巴羊产业优势，向乡村两级
主要领导提出成立合作社、发展岗巴羊产业
的想法，但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这
一美好的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直克乡党
委听取旦增想法后认为此做法是可行的，能
够带领贫困群众增收，发展岗巴羊产业具有
一定的带头作用。

直克乡乡长张旭说，自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以来，通过精准识别，认为旦增一家就是靠
养羊产业实现了脱贫致富。为使脱贫成果更
有成色、大力主推乡村振兴，直克乡党委、政
府将旦增派到临县、区外参观学习合作社运
行情况。

旦增深知自己家乡的羊产业有极大的发
展空间，面对周边市场对羊肉的大量需求现
状，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了进一步发展
优质绵羊规模养殖的念头，身为从贫困户走
出的农牧民的他，凭自己走村入户宣传区内、
区外合作社典型做法、入社群众实现增收典
型事件，通过一系列讲解、宣传，索白村国扎
养羊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入社20户81人，
1237只绵羊，在乡党委政府正确指导和旦增
个人积极带动下，2020年增加78户357人，总

入社96户430人，入社羊5826只，其中母羊
占比85%。索白村全村的入社率达到100%。

创业是艰难的，也是艰辛的。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以来，合作社的工作量更大了，因为
妻子还要照顾家里的耕地，所以养殖的工作
便全部落在了他一人身上。他每天天不亮就
得起来，放羊、给水、扫栏、观察、喂药，每天都
重复着这些事，不敢有半点疏忽。实践出真
知，经过不断摸索，旦增的养羊技术逐步提
升，总结出了一套养殖方法。岗巴羊适合短
期育肥、两年三胎、羔羊经济。目前旦增的优
质绵羊已发展到7246只。通过他的辛勤劳
作，收入逐年提高，腰包里的钱也逐渐多了起
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在直克乡索白村国扎养羊合作社院子
里，看着羊圈里肥壮的绵羊，旦增告诉我们，

“每年能出栏500余只优质绵羊，除了放牧
员、疫病防控、牲畜保险、群众分红等支出外，
个人收入4万元不成问题。”他信心满满地说。

合作分红
带领全村养羊致富

2020年合作社牲畜出栏1500只，通过向
拉萨、桑珠孜区、昌龙乡等出售羊子、羊毛、保
险赔偿等方式实现经营性收入234.43万元，实
现分红165万元，其中自食羊子分红595只（折
价59.5万元）、现金分红39.75万元、青稞6.5万
斤（折价10万元），户均分红12000元，人均分
红2559元。同时兑现合作社放牧人员工资
47.1万元、合作社管理人员工资5.95万元。旦

增家里的困难得到了缓解，尝到了养羊的甜
头。

闲暇之余，旦增想的最多的就是带动更
多有养殖能力的贫困户加入到养羊行业中，
通过养殖业，让群众的日子越来越好。对于
有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建档立卡户、放牧员，
他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传授养殖技术和防疫
知识，并一对一地进行现场培训，手把手地
教，无偿给他们提供帮助。在他的引领带动
下，索白村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行
列。几年来，旦增通过个人帮扶，惠及了众
多群众。

2018年3月28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
念日，旦增一家人出资1万余元，为索白村29
户贫困户每户购买了腰带、藏靴、藏袍等一套
藏式服装，折合人民币2.5万元，他的此举，为
贫困户献上了一份爱心。2019年3月28日，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旦增本人给
吉荣村贫困群众捐献价值1万余元生活用品，
鼓励大家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并通过
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要改变“等、靠、要”思
想，尽早脱贫实现致富。2021年2月18日，旦
增为自己的家乡群众和合作社放牧人员捐赠
防疫七宝藏药香囊200个。

在岗巴县直克乡，像旦增这样依靠养羊
走上致富路的贫困户还有很多，靠养羊，他们
人均年增收达到4000余元。他们把致富的
梦想寄托在这些小羊羔的身上。“从目前看，
养羊还是很划算的，成本低，不费劲，市场
好，”旦增充满信心地说。

岗巴羊产业让全村过上了好日子
——岗巴县直克乡索白村村民旦增的创业故事

在日喀则市仁布县，有一个民族团结的
典型乡——切洼乡，藏、汉、回、彝、撒拉等多
个民族在这里生活，他们亲如一家，互帮互
助，共同谱写着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赞歌。
在我区，像切洼乡这样民族团结的事例比比
皆是。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全区各族人民沐
浴着党的光辉，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
各族儿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
结进步的重要论述和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进展，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更加
巩固，“五个认同”更加深化，各族人民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的氛围更加浓厚。

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的浓厚氛围，近年来，我区各地各部门以“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载体，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生动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如春风
化雨般滋润着民族团结之花。截至今年7月，
西藏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140个、模范个人189人，自治区表彰模范
集体1794个、模范个人2656人；拉萨等4个地
市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
（市）”，47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单位”，西藏军区军史馆等8家教育基
地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道出了吉隆县吉隆镇达曼村村民的心
声。达曼村现有民族通婚家庭24户，各民族
互帮互助、邻里友爱，共同从事民族手工业、
劳务输出、边境贸易、林下资源采集销售等，
遍地盛开着民族团结之花，成为中尼边境线
上一道亮丽风景。

达曼村的幸福生活，得益于西藏脱贫攻
坚和边境小康村建设的扎实推进。“十三五”
期间，中央财政下达西藏兴边富民行动资金
26.9亿元，西藏财政配套20.2亿元，全部整合
用于西藏脱贫攻坚和边境小康村建设。自治
区党委、政府紧紧抓住兴边富民行动战略机
遇，不断推进边境建设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相继编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小康村建
设规划，对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4个边境
地市的21个边境县、112个边境乡镇的624个
边境村和察隅农场，进行全面小康村建设，惠
及边民25万余人。

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区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为引
领，大力实施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中华文化
主题公园、中华文化精品创作传播、西藏百
万农奴解放纪念馆等建设工程，在全社会树
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形
象，让民族团结意识真正融入各族干部群众
的血脉。

2020年 1月，西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全票通过了《西藏
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并已
于当年5月1日正式施行。今年1月，自治区
党办、政办联合印发《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区创建规划（2021—2025年）》。《条例》
和《规划》的出台实施，吹响了西藏创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号角，开启了西藏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征程。

如今的雪域高原，各族儿女正以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
神状态，团结互助、砥砺奋进，在建设美丽幸
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上阔
步前进。

新征程的中国：
幸福新西藏 发展新画卷

“脱贫不能等靠要，致富不可睡大觉，人只要精神不倒，再难的日子都能熬出头，更何况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
这么好，群众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在巩固精准脱贫成果走访时，岗巴县直克乡索白村农牧民党员旦增说出
了一段很平实的话。这样一位普通、勤劳的农民，不等、不靠、不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借助国家的大好政策在
带领群众致富、推进乡村振兴之路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记者 张雪芳

一、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第十条

规定“采购人可以在确定采购需求前，通过咨询、论证、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需求调

查，了解相关产业发展、市场供给、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可能涉及的运行维

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面向市场主体开展

需求调查时，选择的调查对象一般不少于 3 个，并应当具有代表性。”

二、根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第十一

条“规定（一）1000 万元以上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3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采购项目；

（二）涉及公共利益、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采购项目，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

服务项目等；（三）技术复杂、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包括需定制开发的信息化建设项

目、采购进口产品的项目等；（四）主管预算单位或者采购人认为需要开展需求调查

的其他采购项目。 编制采购需求前一年内，采购人已就相关采购标的开展过需求调

查的可以不再重复开展。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采购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等前期

工作，已包含本办法规定的需求调查内容的，可以不再重复调查；对在可行性研究等

前期工作中未涉及的部分，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需求调查。”

采购人确定采购需求前向各相关行业市场主体开展需求调查的采购人确定采购需求前向各相关行业市场主体开展需求调查的
相 关 规 定相 关 规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