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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多措并举激发内生动力——

用实干描绘乡村振兴幸福景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巴宜电（记者 胡文 通讯员 王希）近年

来，林芝市巴宜区坚持“党建领航、优势驱动、

先锋巴宜”的工作总基调，聚焦集体经济、基层

治理和宜居宜业乡村建设，发挥以市场激活农

业生产优势，以开好连锁“小”超市为切口，全

面释放乡村振兴“大”能量。

“红旗超市”强党建，打造组织建设新做

法。针对个别村党支部凝聚力不强、党员作

用发挥不明显、群众存在等靠思想突出的问

题 ，巴 宜 区 以“ 红 旗 超 市 ”为 载 体 ，探 索 出 了

一条“激励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环境提

振 精 气 神 、全 民 共 建 好 乡 村 ”的 管 理 模 式 。

百 巴 镇 嘎 吉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结 合 群 众 在 参 与

支 部 活 动 、集 体 劳 动 、组 织 生 活 等 方 面 的 日

常 表 现 ，通 过“ 红 旗 超 市 ”积 分 红 黑 榜 ，建 立

发 放 激 励 券 ，扣 除 分 红 等 奖 惩 机 制 ，全 面 形

成“环境提振精气神、全面共建好乡村”的组

织建设新做法。

“绿色超市”创生态，打造卫生环境新高

地。林芝镇真巴村驻村工作队始终把保护生

态环境作为重要工作抓细抓实，结合实际推出

“绿色银行”积分兑换超市，通过群众分类回

收、定点兑换商品、村集体资金补贴差价的方

式，引导群众养成垃圾分类回收的良好习惯，

共同美化村容村貌。2023 年以来，依托“绿色

超市”共开展生态宜居志愿活动 26 次、组织群

众 700 余人次，形成了人人参与、户户争先、共

创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绿色

超市”成为了新时代群众思想引领、道德教化、

乡风文明的文明实践阵地。

“巾帼超市”抓治理，打造社会文明新载

体。“妇女能顶半边天”。为激发妇女群众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百巴镇大坝村驻村工

作 队 围 绕“ 基 层 治 理 她 力 量 ，撑 起 文 明 半 边

天 ”活 动 主 题 ，以“ 巾 帼 家 美 积 分 超 市 ”为 载

体，引导妇女群众积极参与环境整治、文明新

风建设，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向好。鲁朗镇东

巴 才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以 引 领 、联 系 、服 务 为 主

线，让“巾帼家美积分超市”成为群众参与基

层治理、环境整治、文明建设的新平台，推动东巴才村家风、村风、民

风持续提升。

据了解，下一步，巴宜区将加大对各类连锁“小”超市的运行管理，

发挥其在助力乡村振兴、倡导文明家风、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

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释放更“大”能量。

昌都市经开区自 2013 年挂牌成立以来，紧密结合地域特色，重点

打造农创园、科创园、医创园和文创园四大载体。截至目前，共入驻

企业 500 余家。其中，“蓝天圣洁”产业作为昌都经开区一张名片，打

造了业内一流的农牧业开发、投资、营销一体化平台，拥有实体企业

400 余家。

图为“蓝天圣洁”产业企业员工在打包土豆切片。

本报记者 丹增群培 摄

本报昌都电（记者 平措

郎加）近日，洛隆县组织第

一批参加农牧民群众“看昌

都”活动的群众代表到昌都

市及周边地区参观学习。

昌 都 市 的 新 发 展 新 变

化 给 这 批 来 自 该 县 新 荣 乡

和达龙乡的 13 名农牧民代

表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十

几年前来过昌都，当时路况

不好，需要两天才能到达。

如今交通方便，4 个小时就

到了。与过去相比，道路更

宽、环境更整洁了。”在市区

参观时，新荣乡通那村双联

户户长次仁顿珠感慨说。

据了解，此次组织偏远

乡 村 农 牧 民 到 昌 都 参 观 学

习 ，是 洛 隆 县 开 展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和“ 三

个 意 识 ”教 育 的 一 项 重 要

活 动 。 活 动 中 ，群 众 代 表

一 行 首 先 参 观 了 昌 都 市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昌 都 市 博

物 馆 等 ，了 解 了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的 历 史 和 各 民

族 共 同 创 造 的 灿 烂 文 化 ；

随 后 ，还 前 往 卡 若 区 如 意

乡 达 若 村 、卡 若 区 城 关 镇

通 夏 村 微 型 产 业 园 区 、卡

若 镇 左 巴 村 牦 牛 育 肥 基

地、俄洛镇加林村等地，观

摩 学 习 党 建 引 领 基 层 治

理 、推 进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等 方 面 的 好 经 验 好 做

法。大家一路走、一路看，

学习经验、开阔视野，收获

满满。

“此次农牧民群众‘看昌都’活动结束

后，我们计划利用群众冬闲时间，继续组织

全县 11 个乡镇的 500 多名农牧民分批次前

往昌都市和周边地区参观学习，引导农牧

民群众进一步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为下一步推进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打好基础。”负责此次活动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旦增嘎瓦）近日，日喀则市萨嘎县旦嘎乡旦嘎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巾帼志愿队组织开展“倡移风易俗宣传入户·树

文明新风入耳入心”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走村入户向农牧民群众耐心讲解抵制迷信、抵制

陋习以及树文明新风的重要意义，呼吁群众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额彩礼及私屠乱宰等不良习俗，争做倡导

移风易俗的先行者，树立文明节俭的生活理念。活动结束后，参与群

众纷纷表示，将坚决抵制陈规陋习，争做树文明新风的积极倡导者和

自觉践行者。

下一步，旦嘎乡旦嘎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以提高群众满意度和

知晓率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

用，持续创新移风易俗工作方法，让文明新风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础，助推农民

增 收 致 富 ，是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基

石。近年来，林芝市加大政策引导和扶

持力度，以金融服务向基层延伸、“一村

一策”、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持续巩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带领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激发乡村

经济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独具林芝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普惠金融实现精准“滴灌”

这几天，墨脱县的旺扎加参正忙着

贷款购买施工机械。农行墨脱支行了解

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提供金融服务，向

他讲解相关政策，并协助其办理有关贷

款手续。

“银行开在家门口，贷款时就不用到

处跑路了，而且工作人员会指导办理相

关手续，办事效率很高。”旺扎加参说。

近年来，农行墨脱县支行始终践行

服务“三农”使命，因地制宜提供特色信

贷服务，建立完善“物理网点+自助设备+

互联网金融平台+流动服务+助农取款

点”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普惠金融实现

精准“滴灌”。

2013 年至今，农行墨脱县支行累计

发放涉农个人贷款 6.17亿元、非涉农个人

贷款 5.84亿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贷款

0.29 亿元、对公自营贷款 1.43 亿元。同

时，积极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基层，

累计设立“金穗惠农通”服务点 51 个、村

级金融综合服务站 2 个，切实把便捷、高

效的金融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墨 脱 县 群 众 贡 久 措 姆 说 ：“ 以 往 受

条件限制，有些金融业务必须去县里农

行网点才能办理。如今好了，营业网点

就在家门口，所有业务都可快速办理，

很方便。”

此外，农行墨脱县支行为支持墨脱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2015 年 至 今 ，农 行

墨脱县支行依托“钻、金、银、铜”四卡贷

款 、惠 农 e 贷 、乡 村 振 兴·固 边 贷 、富 民

贷、农户四卡增信贷款、农机具购置担

保 贷 款 等 专 属 产 品，先后发放贷款 5.27

亿元，助力墨脱茶叶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叶子”。

“一村一策”激发发展新活力

近年来，地处高山峡谷间的朗县拉

多乡吉村，通过奖励扶持资金，因势利导

启动了牦牛和山羊养殖项目，在壮大村

集体产业同时，进一步促进群众增收。

目前，该村养殖牦牛 107头、山羊 206头。

“饲草一部分是在外地购买的，一部

分是在本村老百姓家购买的。这样既能

增加群众收入，又能保证饲草安全。养

殖项目开展以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

度都很高。”拉多乡吉村乡村振兴专干索

朗曲珍说。

政 府 有 政 策 引 导 ，村 里 用 行 动 落

实。近年来，拉多乡扎村不等不靠，打破

传统养殖方式，积极主动发展牦牛育肥

产业，并借助“一村一策”，走出了一条现

代、科学、标准化的特色养殖之路，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拉多乡扎村党支

部书记拉巴次仁介绍说：“扎村的牦牛养

殖是 2020 年开始的。‘一村一策’以来，

我们制定了牛场改扩建方案，牦牛养殖

的数量和销售额都比之前的要高。在上

级部门的支持下，还多次邀请专家现场

指导饲料配比、日常管理等。如今，养殖

场已走上规范化，大家的干劲也越来越

足了。”

朗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孟春辉介绍说，根据市委、市政府对“一

村一策”相关工作的要求，在各村进行

基础摸底调研后，形成了针对各村的发

展 项 目 计 划 。 随 后 ，又 召 集 相 关 部 门

进行项目初审，并成立专家团队，开展

实 地 调 研 ，初 步 形 成 了 朗 县 52 个 村

（居）的“ 一 村 一 策 ”，计 划 在 3 个 高 寒

乡镇主要发展畜牧业，在沿江 3 镇主要

发 展 种 植 业 ，初 步 预 算 14 亿 元 ，含 172

个项目。

做强特色产业 带动持续增收

眼下虽是传统农耕的冬闲、冬歇时

节，但却是天麻种植、采收的最佳时节，

在波密县的林间田野，随处可见天麻种

植户忙碌的身影。

走 进 西 藏 波 密 高 原 藏 天 麻 种 植 基

地，工人们正穿梭在林间忙着种植天麻，

锄头一起一落间，一筐筐麻种错落有致

地埋进了“窝”里。在加工厂里，工人们

正 忙 着 将 采 挖 回 来 的 新 鲜 天 麻 进 行 分

拣、包装、清洗、筛选、烘干。

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董斌说：“我们 2023 年扶持

的天麻种植大户，采挖工作目前已基本

结束，最高收益可达 14万元。”

来到嘎朗村，种植户白玛多吉和家

人正忙着采收天麻。“种了 1 亩多地，从

目 前 的 采 收 情 况 来 看 ，预 计 收 入 13 万

元左右。”谈起天麻收成，白玛多吉十分

满意。

天 麻 种 植 是 波 密 县 的 特 色 优 势 产

业，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该县始终把产业

发展放在首位，依托资源禀赋，紧扣发展

趋势，因地制宜，着力打造特色产业新优

势，共同助推农牧特色产业发展各项工

作迈上台阶，共同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和农牧区经济发展，用实干描绘了乡村

振兴幸福景。

林
芝
市
巴
宜
区

开
好
﹃
小
﹄
超
市

释
放
﹃
大
﹄
能
量

日喀则市萨嘎县旦嘎乡旦嘎村

开展树文明新风主题宣传活动

图为在波密县扎木镇康木村天麻种植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教种植户天麻种植和采收知识。

本报记者 张猛 摄

青稞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农作物，以

其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质，成为高原

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地处年楚河谷地

的江孜县，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最

适宜青稞生长的地方，有西藏“粮仓”“青

稞生产基地”的美称。

近年来，江孜县通过扶持合作社、招

商引资等方式，大力发展青稞深加工产

业，青稞压缩饼干、青稞挂面等一批颇受

市场青睐的产品应运而生。

2020 年 5 月，一家专业从事青稞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桑旦岗酒业”）正式入驻江孜，

并快速成长为江孜青稞深加工行业的

龙头企业。

“目前，公司有 2 条最先进的年产万

吨青稞酒生产线和 1 条年产 5 万吨青稞

啤酒生产线。生产的‘喜充·江孜青稞

酒’系列产品已覆盖西藏全境，并在青海

等地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西桑旦岗酒

业 董 事 长 扎 西 热 杰 介 绍 说 ，2021 年 至

2023 年间，公司共销售青稞酒 102 万件，

营业额达 5030 万元，实现税收 208 万元，

盈利 403万元。

坚持带动就业，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据统

计，2021 年至今，该公司以每斤青稞高于

市场价 0.4 元的标准累计收购当地青稞

3010 余吨，带动 1000 余户青稞种植户额

外增收 240万元。

伦珠是江孜镇拉则居委会一个土生

土长的农民。2021 年，当得知桑旦岗酒

业将高价收购当地青稞的消息后，他随

即联系当地 300 余户农民把青稞销售给

该公司，获得了相较于市场更高的收益，

也为青稞销售打开了一条新的销路。

“以前种植青稞，销路是最让人头疼

的，价格低不说，销售渠道也很少。自从

2020 年桑旦岗酒业落户这里后，一切改

变了，价格上去了不说，还不用愁销路。”

伦珠告诉记者说。

为有效解决当地就业问题，桑旦岗

酒业优先招聘当地人员，在现有员工中，

本地员工占比达 95%，其中大学生 15 人，

原建档立卡贫困户 32人。

“2020 年 大 学

毕业后，我就在这

里 工 作 。 几 年 下

来，自己不但实现

了就近就业，还能

照 顾 到 家 人 。 我

很 满 意 这 里 的 工

资 待 遇 和 工 作 环

境，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该公司车间

副主任扎西说。

好的产品是企业的根本，是推动企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桑旦岗酒业成立至

今，已相继投入 170 余万元用于构建研发

体系、培养技术人员；先后申请了 3 项发

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5 项软件著作

权。

近年来，桑旦岗酒业凭着严谨的专

业态度及对产品品质的追求，迅速得到

了市场认可。同时，始终铭记自己的社

会责任，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企

业力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先

后获得西藏自治区 2022 年、2023 年科技

中小企业称号、“西藏农牧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称号，并于 2023 年通过“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达到“国家规模以

上企业”标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秉持企业的社

会责任，通过分红、收购青稞以及参与公

益事业等方式，帮助带动企业员工和周

边群众增收，为推动江孜县各项事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扎西热杰说。

桑旦岗酒业：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扎西顿珠 本报通讯员 米玛次仁 德庆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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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扎西顿珠）近

日，萨嘎县乡村振兴局组织相关部门举

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惠民政策培训会。各乡镇党

政负责人、乡村振兴业务骨干以及各驻

村工作队队长、乡村振兴专干等参加了

培训会。

此次培训会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开

展。培训邀请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萨嘎

县分局、萨嘎县强基办、医保局、民政局、

交运局、人社局等相关行业部门负责人，

结合行业实际，讲解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惠民政

策，特别就农牧民享受财政补助优惠政

策、转移就业、医疗救助、兜底保障、生态

岗位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

通过培训，增强了基层干部特别是

驻村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为该县进一步落实落细乡村振兴各项工

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通过集中宣

讲、入户宣讲等方式，将党的各项惠民惠

农政策传达给每一位群众，不断提升农

牧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知晓率，进一步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更多活力。

萨嘎县举行乡村振兴政策培训会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杨小娟）2023 年以来，山南市洛扎县扎日乡多措

并举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工作统筹安排上，扎日乡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了以乡党委

书记、乡长包片，乡干部包村，村“两委”、驻村工作队以及网格员包组、

联户长包户的“层级责任制”，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责任到人，并根

据各村实际制定管护措施，确保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高标准、常态

化推进。

在具体整治工作中，扎日乡以户厕改造、整治残垣断壁、人畜分离

为抓手，做好院子、屋子、村庄环境整治，发挥红黑榜等制度的激励作

用，引导群众积极开展房前屋后、屋内屋外卫生清理，做到院内堆放物

品整洁有序、屋内干净整洁；统筹推进“四清两改”行动，有效规范村庄

秩序，提升村容村貌；发挥农牧民党员示范带头作用，主动整改维护好

环境卫生，同时配合村“两委”班子宣传有关政策，认真做好党员包户

工作，实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由政府推进向群众自发转变。

山南市洛扎县扎日乡

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