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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巴占堆1.5万元、平措2万元、次仁巴
姆7.2万元……”

2月3日上午，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班戈
县东阿联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2022年分红
暨藏家宴茶馆开业仪式拉开序幕，分红仪式
共为232户936人分红1300万元。

“我们家今年拿到了7.2万元的现金分
红，马上就可以过一个丰收喜庆的藏历新年
了。”村民次仁巴姆在合作社的帮助下，依靠
自己的力量养活了一家6口人。如今她又在
合作社新开的茶馆里谋到一份差事，她告诉
记者：“我在茶馆学厨师，不仅能学技术，学
徒期间一个月还有3000元收入，出师之后工

资还会涨，加上年底的合作社分红，这样的
日子让全家人越来越有盼头。”

青龙乡位于那曲市西北腹地，平均海拔
4700米，属纯牧业区，拥有纳木错、巴木错、色
错等湖泊，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

2017年，为进一步响应牧区改革工作，
助力脱贫攻坚，结合青龙乡阿古村、东嘎村
实际，两村将村集体资源进行整合，按照三
入股（草场、牲畜、劳力）的形式，采取“合作
社+牧户”的牧业发展模式，成立东阿联村合
作社，并通过有效整合和盘活牧区发展资源
要素，推动牧业产业从“单打独斗”向“组团
发展”转变，培养了一批职业化牧民，实现组
织化、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制度化的高
质高效现代牧业。截至目前，东阿联村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存栏牦牛4484头、绵羊7014
只，年净收入达850万元，累计带动232户
936人增收。

经过资源整合，东阿联村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 2018 年人均收入达到 7288.3 元，分红
680万元，2022年人均收入达到18800元，分
红1300万元，较2018年分红增长了近一倍。

“我们家不仅拿到了现金分红，还分到
了3头牦牛、15只羊、19斤酥油……”一辈子
以放牧为生的53岁牧人旦巴占堆感慨地说，

“合作社成立之前，我们家最多养过15头牦
牛、40只羊，那时最高人均收入2000多元，
如今不仅有分红，在拉萨开的茶馆我也有股
份，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为了使合作社转型升级，改变以往产业
单一、产品附加值低、市场渠道不宽等现状，
东阿联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人集
思广益，在听民声、察民情中找到了撬动合
作社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点，决定在拉萨堆
龙德庆区开办藏家宴茶馆。

“当初萌生在拉萨开茶馆的想法，一是
为了给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二是为了给联
村在拉萨工作的富余劳动力提供一个平台，

同时也为合作社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宽阔
的渠道，使之与市场更加接轨。”班戈县政协
委员、茶馆负责人平措见多识广、踏实能干、
乐于助人，在自己走上致富之路的同时，不
忘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目前，东阿联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
系列产业链正在逐步有效推动中，旅游营地
项目正在洽谈中；东嘎加油站预计2023年正
式运营；东嘎旅游新村游客服务中心即将投
入使用……”东阿联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旦巴念扎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坚持党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群
众上路的思想，依托黑帐篷文化、赛马文化、
藏北旅游等本地特色资源，积极开发观光牧
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
把联村的资源与市场相连接，引导群众融入
以旅游产业发展为主的第三产业中，激发牧
业产业新活力，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
促进群众增收的发展致富路。

最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发生
风力灭火机、水枪、组合工具、测风

仪……2 月 1 日，早上 9 点，日喀则市森林
消防大队亚东驻防分队的消防员们在结
束体能训练后，背上装备，准时出发巡
山。“消防员们负责巡护的森林面积有 24
万亩，一般是每周巡山 2 次。今年由于亚
东没下过雪，植被干燥、可燃物多，所以每
周巡护 4 次。早上 10 点左右出发，晚上 6
点左右归队，每次需要徒步走 10 到 20 公
里的山路。”日喀则市森林消防大队教导
员李云忠说。

当日，消防员们深入重点林区进行携装
巡护和可燃物清理工作，并针对此段时间
亚东县下司马镇、上亚东乡、康布乡等区域
长期风大干燥、下司马镇至康布乡公路沿
线林下可燃物较多且较为干旱的实际情
况，采取对公路沿线洒水增湿的方式，降低
公路沿线因修路作业人员野外吸烟、用火
取暖等原因带来的火灾隐患，最大限度防
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装备
记者了解到，巡山过程中，消防员们需

要利用各类勘察装备，进一步掌握森林火灾
形势，及时对林区可燃物进行清理，确保辖
区森林火灾形势持续安全稳定。“一些位置
脚踩上去觉得很松软，说明这一区域可燃物
较多，厚度能够达到二三十公分，易燃。消
防员们要确定这类可燃物的范围，然后对其

进行处理，这是携装巡护的主要原因。”亚东
驻防分队一班班长巴桑旺堆说。

陡峭的悬崖、崎岖的山路、布满荆棘的
丛林……消防员们背负着沉重的防火装备
翻山越岭，脚、肩膀被磨出血泡，手、脸被划
出一道道口子，巡山时每名消防员每天会

“报废”一双袜子。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他们
却将装备维护得很好。亚东驻防分队分队
长次仁多布拉说：“26斤的防火装备加上消
防员们身上的其他装备，全部加起来一共有
50斤左右。每个装备定人定位，所有人都像
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装备，保证装备始终保持
良好的战备状态。”

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
团圆自有团圆的甜蜜，坚守更有坚守的

价值。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是森林防火季，
1月份已经进入森林防火紧要期。巡山休息
间隙，预备消防士洛桑加措告诉记者，刚开
始巡山时，自己很不适应、浑身酸疼，但是
会坚持向前走，如今也能跟上老消防员们
的节奏了。他表示作为一名消防员，坚守
岗位是自己的职责，自己将守护好每一片
绿水青山。

长期以来，一个个森林消防员凭着强
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甘于奉献的精神，
把自己璀璨的青春奉献给守护好祖国绿
水青山、守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
急救援事业。他们用负重前行换来岁月
静好，用热血赤胆唱响了“此生无悔披战
甲”的忠诚。

商报讯（索娜央金 记者 芮怡星）近日，
记者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
藏历新年的临近，为保障全区各族干部群众
度过一个安定、祥和、亮堂的藏历新年，国网
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多措并举，从调度、运检、
营销等方面积极部署，超前进入藏历新年保
供状态。

据预测，今年藏历新年期间，西藏电网
最高负荷预计达到174万千瓦，较去年同期
增长10.48%，日均用电量为3300万千瓦时，
同比增长7.75%，电力电量总体平衡。根据
保供电方案，西藏电网原则上保持“全接线、
全保护”方式运行，同时，也将实时跟踪分析
负荷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通
过全力开展电网计算分析，强化电网运行控
制；强化实时运行监控，做好应急处置保障；
全面防范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风险；加强
设备运行监视和维护工作等方面工作，全力
确保节日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悉，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电网设备安

全可靠供电，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组织7
家供电公司、2家发电公司和国网西藏超高
压公司开展对所辖范围内发输变配设备运
维巡视及隐患排查消缺工作，并针对四条

“电力天路”及全区各地市重要生命线、变电
站、配电台区等重点线路、重点部位加强巡
检消缺力度。

此外，节日期间，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
司系统各单位预计将安排1423名人员、69辆
生产抢修运维车、59辆应急保电车24小时
待命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安全生产值班制
度，随时应对电力供应突发情况，做好节日
应急抢修准备，也将根据节日期间封网运行
安排，严格加强各生产部门作业现场安全风
险防控，筑牢安全生产管控墙。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将认真落实节日保供电工作方
案，积极做好安全生产、供电保障、应急抢修
等重点工作，确保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能够度
过一个安心年、暖心年、放心年。

班戈县青龙乡牧民群众依托产业——

致富路越走越宽
西藏日报记者 杨小娟

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守护人：

负重50斤装备徒步近20公里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日喀则市亚东县，森林密布、河谷纵横，因其原始森林

密布，地势复杂，森林防火安全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11月到次年5月是森林防火
季，日喀则市森林消防大队都会在亚东县靠前驻防。近日，记者连线日喀则市森林
消防大队亚东驻防分队了解森林消防员的巡山情况。 记者 次吉

消防员正在巡山。图由洛桑顿珠提供

藏历新年期间，西藏电网最高负荷预计达174万千瓦
国网西藏电力超前部署节日保供电工作

国网阿里供电公司输电中心运检班工作人员在“巴狮1、2线”220千伏霍巴线开展线
路特巡。 图由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