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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话 说 得 好 ，人 勤 春 来 早 。
墨脱县 2024 年的“春天”，比其他
地方来得更早些——这里的白肉
枇杷，成熟了。

“这里种的都是早春果实就
能成熟的‘三月白’，果子清甜可
口，叶子能熬枇杷膏，花儿也能制
茶 。”走 在 德 兴 乡 德 兴 村 的 茶 园
里，墨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姜
帆向记者介绍着与茶树套种的新
品种白肉枇杷果树。

这白肉枇杷树浑身是宝，但
当初村民们却都不看好。

先前，墨脱县不仅有枇杷属
内野生种椭圆枇杷的古树群落，
还引进了红肉枇杷“大五星”。虽

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种植，
但群众大都疏于管理，结出来的
果 实 又 小 、味 道 又 酸 ，卖 相 也 不
好，被冷落在一边。

后来，2021 年 11 月，墨脱县
政府与福建省农科院签订合作协
议，决定引进白肉枇杷品种和技
术资源。2022 年 1 月，一株株白
肉枇杷在墨脱县扎了根。

“刚开始种的时候，那真是天
天得拿着尺子去量枇杷树坑。”姜
帆 一 边 打 趣 ，一 边 向 记 者 介 绍 。
原来，为了白肉枇杷树茁壮生长，
一棵树下要埋 60 斤的肥料，至少
需要挖 80 厘米乘 80 厘米的坑。

“但当时大家都想省事儿，别

说 80 乘 80 的坑了，那坑挖得是一
个比一个小，有的人不情不愿地
挖个 50 乘 50 的坑，甚至还有 30
乘 30 的。在监督下，很多人返工
了好几次才把这坑挖标准。”德兴
乡德兴村村民旺扎说。

2023 年，第一批种下的白肉
枇杷首次挂果。“当时地东村的 7
棵树挂了 14 串枇杷果，加起来也
不过十几个果子，40 多个人一起
分 ，每 个 人 都 只 能 尝 到 一 丁 点
儿。”在背崩乡地东村的茶果套种
园里，姜帆对记者说。

“虽然少，但尝过果子的人都
觉得这果子大、甜度高、口感好，
而且是新品种，将来应该很有‘钱
途’。但愿意主动学习种植白肉
枇杷果树的人还是没几个。每次
在微信群发信息通知大家来茶园
里学习怎么种植、怎么管护时，应
答的人都寥寥无几。”地东村党支
部书记高荣说。

种不好怎么办？像之前的红
肉枇杷一样卖不出去怎么办？从
种植到大量结果之间的等待时间
看不到效益怎么办？揣着疑惑与
不安，群众即使看到了白肉枇杷
的“钱途”，依然信心不足，抱着观
望态度，不为所动。

“你看旺扎，他现在已经有了
比较丰富的白肉枇杷种植技术经
验了。除了他，目前县里还有 15
名白肉枇杷种植本土技术人才。
我们不仅要种树，还要树人，给墨
脱县留下带不走的人才，让他们

带 动 其 他 群 众 通 过 科 学 种 植 致
富。在他们的努力下，群众都被
调动起了积极性。而且，将来白
肉枇杷的出售还有政府兜底。”姜
帆说。

“今年年初，我们村光通过向
西藏边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售出
1900 多枝白肉枇杷树的枝条，就
收入了近 10 万元。”针对种植到
大量结果之间的效益问题，高荣
补充道。据介绍，像“三月白”这
样的新品种果树枝条，可以用于嫁
接或繁殖新的枇杷植株，因此一些
园艺公司和种植户会特意进行收
购。而德兴乡德兴村和荷扎村的
村民们，最近也按照 50 元一枝的
价格出售白肉枇杷果树的枝条，获
得了超 1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不愁技术、不愁销路，甚至不
卖果子卖枝条都能赚钱，群众的
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现在只
要群里一说要到地里看果树，一
说要培训种植技术，报名的人那
是一个接一个。”高荣笑着说。

草木为萌蘖吐芽蓄力，为春
来开花攒劲，记者在墨脱感受到
的“春意”，是来自干部们心中蓬
勃的干劲儿和群众勤劳致富的精
气神。

从 种 树 挖 坑 都 要“ 讨 价 还
价”，到果树管护“一呼百应”，这
背后是群众的转变。在“扶志”又

“扶智”的点滴润泽下，群众的思
想逐渐成熟，如同此时墨脱县的
白肉枇杷一般，是甜的。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墨脱的枇杷熟了

图为姜帆在指导旺扎对白肉枇杷进行套袋。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摄

近日，拉萨市赴曲水县
挂职临时党支部联合自治区
人社厅、自治区残联到曲水
县开展 2024 年就业援助月
走访拓岗慰问活动，为困难
残疾人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关怀。

图为临时党支部走访人
员集中慰问残疾人士。

本报记者 彭琦 摄

本报昌都电（记 者 平措郎
加）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 文 化 节 日 ，持 续 推 进 移 风 易
俗、倡导文明新风尚，营造喜庆、
热 烈 、隆 重 、祥 和 的 春 节 藏 历 新
年浓厚氛围，2 日上午，由昌都市
委 宣 传 部 、昌 都 市 文 联 举 办 的

“ 我 们 的 节 日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
2024 年春节藏历新年文化进万

家 文 艺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在 昌 都 市
茶马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墨香四溢，书法家
们挥毫泼墨，一幅幅寓意吉祥的
藏汉文书法、一张张承载美好的

“福”字，让春节的欢庆气氛“跃然
纸上”，为全市广大群众书写新春
祝语、送上新春祝福，营造了春节
藏历新年的喜庆氛围，也为群众
带来一场书法摄影文化盛宴。

昌都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刘晓
江说：“此次活动，既是市书法家协
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具体实践，也是作为书法爱好者
通过笔墨喜迎春节藏历新年，为群
众送上最真诚的祝福，让广大群众
感受到春节藏历新年的魅力、体会
到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写送春
联、“福”字、“吉祥如意”和“扎西

德勒”等藏汉文书法 700 余幅，发
放画册《藏东明珠 秘境昌都》200
余册，《昌都优秀经典歌曲集》《昌
都 市 国 家 级 非 遗 歌 舞 锅 庄（卓
钦）、弦子、热巴专辑》文创音乐 U
盘 500 余 个 ，昌 都 市 全 景 、夜 景
照、昌都秀美风光照 150 余幅，文
明 城 市 创 建 条 例 等 宣 传 资 料
1000 余份，购物袋、瓷碗等宣传
品共 500 余件。

昌都市文联

开展 2024年春节藏历新年文化进万家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党建助残

传递温暖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
获悉，西藏阜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

（西藏）有限公司、西藏中材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获第二届西藏质量奖。

据 介 绍 ，西 藏 质 量 奖 于 2020 年 批 准 设 立 。
2023 年经全区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批准，按照《西藏质量奖管理办法》规定的原则
和程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自治区有关
厅局成立第二届西藏质量奖评选表彰委员会，通
过形式审查、征求意见、受理公示、材料评审、现场
评审、陈述答辩、名单公示等程序，经第二届西藏
质量奖评选表彰委员会审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审定，评选出获奖组织。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
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有效改善质
量发展环境，质量工作取得积极成效，质量意识更
加深入人心，涌现出了一批追求卓越质量理念、在
质量领域作出较大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更多企业加强和
创新质量管理，提升质量水平，西藏质量奖应势而
生。西藏质量奖注重“评管理、评理念”，突出先进
性、代表性、时代性，遵循申请自愿、不收费和科
学、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我区依法登记注
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工
程建设行业生产经营组织，医疗机构（仅限医院科
室和专项医疗团队），教育机构（仅限小学、初中和
职 业 技 术 学 校），一 线 班 组（包 括 各 领 域 QC 小
组），其他非营利组织，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和工程
建设领域的从业人员等均可申报西藏质量奖。

第二届西藏质量奖名单公布
三家企业上榜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杨子彦）为加快推进免
疫规划工作，日前，日喀则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深入
10 县（区）27 个乡（镇），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督导检查。

据悉，专业技术人员对各接种单位医务人员
疫苗接种程序掌握，疫苗出入库登记，儿童接种证
条码 ID 绑定率、重复率，接种卡与系统符合率等
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并针对有关问题现场分析
查找原因，要求限期整改。在此基础上，结合各
县、各乡镇实际情况，集中开展信息系统和疫苗接
种相关培训，其余县的乡镇工作人员均在各接种
点进行了现场培训。

据介绍，下一步，日喀则市卫健委将继续加强
对接种单位的督导检查力度，督促整改工作落实，
促进全市免疫规划预防接种工作走向系统化、规
范化、完整化，确保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到国家
接种要求。

日喀则市

开展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督导检查

本报泽当电（记者 武沛涛）为更好服务山南
市县域实体经济发展，从 2023 年 11 月起，农行山
南分行各基层网点积极储备农户贷款工作，组织
相关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乡（镇）、村（社区）及田间
地头，为贷款顺利投放做好前期调查准备工作。
1 月 4 日，农行山南分行农户贷款日投放便达 2.5
亿元，创造单日投放历史峰值。

据了解，农行山南分行积极发挥金融服务的
人民性，始终把服务“三农”和支持产业发展工作
作为重心，坚持“金融为民”的工作本色，持续提升
客户服务水平，坚持提高贷款投放效率，及时解决
农户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持续助推山南市特色
产业发展。据统计，2023 年，山南市全年农户贷
款累计投放 20 亿元，净增 2.5 亿元，余额达 46.6
亿元，大力支持山南市 3.96 万户农户发展产业。

农行山南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把服
务“三农”作为农行山南分行的初心和使命，积极
发挥山南市金融主力军作用，全力支持山南市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为山南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农行力量。

农行山南分行

单日农户贷款
投放达 2.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