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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家园 守护美丽乡村
—山南市乃东区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玉措

近日，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多玛村群众阿

旺多吉开心地领到了村合作社分发的 2023年度年

终分红。此外，他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每年工资收

入大概有 8万元，加之养殖白绒山羊的收入 9万多

元，一年算下来，总收入接近 20万元。

“我入股合作社已经五年了。这些年来，国

家投入大量资金帮我们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使我

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我对以后的日子充满信

心。”阿旺多吉说。

多玛村党支部书记尼玛巴桑介绍说，近年

来，多玛村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重要工作

抓好抓实，制定可持续性、制度化管理制度，加强

各类资源统筹，优化农牧业生产相关业务办理流

程，加大对合作社社员及农牧民专业生产技能培

训力度，组织开展外出学习实践参观，就“建、管、

销”等工作向优秀合作社学习取经，全力推动村

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目前，该村牧业股份合作社

共入社牧户 120 户 436 人，入股牲畜 2.21 万余（头、

只、匹），社员人均年收入从 2016 年的 7200 元提高

到现在的 1.2万元。

“实体产业一直是合作社的重要产业。合作

社通过建立产业基地项目，实现了反季节销售畜

产品，极大地增加了农牧区畜产品附加值，提高了

畜产品商品化率。同时，建立多方面的货源伙伴

关系，除了本乡提供货源外，还能从东汝乡、热帮乡

获得货源，进一步保障了货源渠道。”尼玛巴桑说。

记者从日土县乡村振兴局了解到，2023年，日

土县先后投入 2.5亿元，实施了 38个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截至目前，

已完工 30个项目。同时，多措并举落实就业政策，

让更多人在项目建设、企业、政府购买岗位等多个

领域实现就业。截至目前，推动全县脱贫人口实

现稳定就业 185人，创收 662.8万余元；实现脱贫人

口 411人外出务工，增收 753万余元；为 263名脱贫人口解决生态岗位，兑现工

资 132.4万余元；29名脱贫群众接受技能培训，培训后实现就业 11人，月收入

1850元至 3000元不等，共计增收 15.16万元。此外，县扶贫公司按照 2023年

全年纯收入的 30%比例作为产业分红资金兑现给脱贫群众及易返贫监测对

象，极大地提升了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那曲电（记者 张宇 本报通讯员 雷

伟仓 邱野）近年来，为助力清洁能源企业发

展，那曲市税务局紧盯能源企业涉税（费）需

求、持续优化纳税缴费服务举措，充分发挥

税收大数据作用，加强与发改委、人民银行、

农业银行等单位部门沟通协调，推进“银税

互动”落实落地，帮助清洁能源企业与银行

之间搭建融资桥梁，助力企业将“纳税信用”

转化为“融资信用”，以金融“活水”浇灌清洁

能源“沃土”。

那曲作为全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地

级市，光能、水能、风能、地热能等资源十分

丰富，有着发展清洁能源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全市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达 37.68 万千

瓦。为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曲市税务

局成立绿色能源政策辅导青年服务团队，主

动与相关企业对接，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

制，利用税企微信群、征纳互动平台等载体，

有针对性地向企业开展专项税费优惠政策

宣 传 辅 导 ，及 时 发 放 优 惠 政 策 红 利“ 大 礼

包”，帮助企业用好用足税费优惠政策，持续

释放企业效能，助力能源产业步入发展“快

车道”、跑出发展“加速度”。

“都说煤炭是‘黑’能源，现在有了税务

部门‘惠企红包’的帮助，为我们寻求绿色转

型提供了很大帮助。”那曲瑞昌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负责人陈运星感慨道。

为破除煤炭等传统能源企业“怕改”和

“懒改”的困境，解除传统能源企业“由黑转

绿”过程中的成本担忧，让“两高一低”企业

卸下包袱，主动进行设备、器具更新，那曲市

税务局在落实鼓励创新、设备更新和污染防

治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持续发力。同

时，与地方党委、政府及财政、金融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信息

共享，为致力转型的“老”企业提供资金保障，降低企业成本、减

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获得资金“活水”，畅通绿色发展的强劲

“血脉”。

那曲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关注能源

企业需求，主动上门走访，全力助企纾困，将每一项税费优惠政

策精准“滴灌”到企业，为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壮大注入“税动

能”，为各类经营主体发展营造更优更好的营商环境。

本报泽当电（记者 刘枫）2023年

以来，山南市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

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做

好消费帮扶工作，采取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鼓励引导结对帮扶单

位、对口援藏单位、结对帮扶干部等，

积极采购农牧民合作社、本地企业生

产的农副产品，进而带动群众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2023年全年，山南市

累计达成消费帮扶逾9.42亿元，有力

发挥了消费助农作用。

一年来，山南市积极开展“以

买代帮”工作，全市各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驻村工作队等，优先从脱

贫群众中及农产品企业、合作社购

买肉蛋奶、蔬菜、水果、糌粑、手工

艺品等产品；设立职工食堂的部门

优 先 采 购 当 地 农 副 产 品 ，并 采 取

“工会+帮扶”的模式，将干部职工

的集体性福利产品用于消费帮扶，

进一步解决农副产品销路问题。

与此同时，积极搭建农副产品

销售平台，设立农副产品销售点或

销售专区，推进本地产品进景区、

进宾馆、进饭店、进商超；积极引导

本地龙头企业、农牧民合作社踊跃

参加雅砻物交会及各县（市、区）物

交会等展销活动，在展销现场专设

农副产品销售摊位，利用展会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本地名优特产品知

名度，全力拓宽本地产品的销售渠

道，增加农牧民收入。

远 处 沃 德 贡 杰 雪 山 连 绵 起

伏，近处沃卡温泉流水潺潺……

在山南市桑日县增期乡雪巴村，

处处美景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近年来，雪巴村充分利用独特的

地热资源，大力发展“温泉经济”，

打造的集温泉洗浴、餐饮住宿、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休闲度假

村，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沃卡温泉远近闻名，由分散在

雪巴村周边1公里区域的7处泉口

组成。目前，7处泉口已全部被开

发利用。其中，卓拉卡温泉、绵曲

卡温泉和帕姆温泉最为有名。

走进依托卓拉卡温泉而建的

民心宾馆，一间间客房温馨舒适，

长长的走廊里一排排藏式桌椅干

净整洁。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过

来旅游的尼玛仓决、贡觉顿珠夫

妇正在房间闲聊。他们告诉记

者，这是他们第二次过来，对这里

的住宿、餐饮等各方面服务都非

常满意。

卓拉卡温泉就在民心宾馆后

方。正在和朋友一起泡脚的刘先

生说：“这里不仅交通方便，泉水

也干净，温泉除湿气的功效特别

明显。”

2023年翻新扩建的绵曲卡温

泉是雪巴村的“网红打卡点”。“朋

友向我推荐后，我就带着妻子和

儿子从拉萨过来了。体验下来还

真不错，环境卫生好、服务态度也

不错，以后我会经常来。”在走廊

休息的游客罗布说。

在帕姆温泉，返乡大学生次

仁桑珠是该处温泉及宾馆的负责

人。2022年从重庆一所大学毕业

后来此就业，不到一年就被委以

重任。次仁桑珠说：“来泡温泉的

游客中，有很多老年人和病人，为

防止滑倒、生病等突发情况，我们

除了进行注意事项提醒外，还与 3

名村医签订了服务协议，确保救

治工作随时到位。为招揽客人，

还面向残疾人、军人和五保户等

实行半价优惠。”

雪巴村村委会主任扎西顿珠

介绍说，自 2016 年桑日至墨竹工

卡的公路通车后，来雪巴村的游

客一年比一年多。与 10 年前相

比，如今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增长

了十倍。

为盘活集体资产、改善管理

水平、解放生产力，雪巴村村“两

委 ”班 子 大 胆 借 鉴 先 进 管 理 办

法，在民心宾馆、帕姆温泉宾馆、

绵曲卡宾馆等经营场所，除常驻

少量管理人员外，其他日常工作

则由各户村民分组轮换值班，让

更多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农

业生产。

在民心宾馆，当日值班的村

民巴珠告诉记者，他的岗位是 12

天轮换一次，每年轮换值班 6 到 7

次，其余时间里，会在乡里组织的

车队跑运输，加上采挖虫草收入，

一年能挣十几万元。

漫步雪巴村，记者看到，村庄

街道干净整洁，告示牌、路灯、旅

游厕所、停车场、民宿、饭店等设

施齐全。2022 年，由市、县、乡三

级政府投资 4600 多万元打造的

“昌”组民户高档家庭旅馆落户雪

巴村，进一步为该村发展注入了

动力。雪巴村俨然已经成为各地

游客的重要打卡点。

近年来，桑日县积极整合县

域内优质旅游资源，积极打造的

以达古景区为枢纽的“游思金拉

错湖、看功德林草原、逛民俗文化

街、泡沃卡温泉水、观沃德贡杰雪

山、赏达古雅江景、品高原葡萄

酒”精品旅游发展线路受到了各

地游客青睐。沃卡温泉作为该县

补齐冬季旅游短板、发展康养产

业的重要一环，相信随着旅游线

路知名度的提升，一定会吸引更

多游客纷至沓来。

漫步在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麦社

区，乡村小路平坦宽敞、农家庭院干净整

洁，眼里满是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美景。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委、区政府紧

扣自治区、山南市关于乡村振兴和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相关要求，持续推进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打造宜居生

活空间、宜业发展空间、和谐社会空间、

美丽生态空间，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得到不断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乃东区本级

财政每年安排资金 374 万余元，推行人居

环境整治“一乡一策”，昌珠镇“四季、四

美、两治”等典型做法得到全面推广，并

深入开展“两违”整治，拆除私搭乱建 100

余处，整治重点脏乱差 280 余处。同时，

在洞嘎社区、索珠村等地实施 5 项人畜

分离工程，索珠村生活污水处理建设项

目率先引进无动力免维修净化罐设备，

为 全 区 人 畜 分 离 工 作 提 供 了 宝 贵 经

验。索珠村村民达瓦扎西家院子小、牲

畜多，一直为环境卫生问题而苦恼。“自

实行人畜分离后，家里的牲畜有了单独

的圈养点，我家庭院也变得干净了，看

着就让人舒心。”达瓦扎西说。

近年来，乃东区创新建立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基层指

挥调度、服务管理“一张网”全覆盖，开通

“藏源 e 先锋”“乃东 e 家”等线上平台，对

群众反映的问题高效回应、高效流转、高

效解决，让群众少跑腿或不跑腿，切实打

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我用‘乃东 e 家’小程序上的随手拍

上报功能反映问题后，事情很快就得到

了解决，效率真高。”乃东区萨热社区群

众拉巴卓玛说。

同时，各村镇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破除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使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广大农村蔚

然成风。

金鲁社区群众用 23 年时间在雅鲁藏

布江沿岸植树造林 8835亩、防沙治沙 6500

亩、种植矮化苹果 1300 亩，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现在种树少了，不是因为不去种，

而是因为没有多余的地方可种了。目前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护林，把之前种的树

养好，把这片林保护好，这可是留给子孙

后代的财产。”乃东区金鲁社区党支部副

书记尼玛说。

近年来，乃东区为守护生态之美，累

计投入 100 万元深入开展“最美庭院”“美

丽宜居乡镇”“美丽宜居村（社区）”创建

评选活动，积极营造共建美丽乡村“你追

我赶、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充

分挖掘农耕文明、雅砻文化、民主改革等

历史渊源，成功培育了全国历史文化名

镇昌珠镇、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藏戏

第一村扎西曲登社区等示范典型，积极

打造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传统村落 7 个，在

培育生态之美的同时挖掘人文之美。

与此同时，乃东区积极打造宜业生

产空间，壮大产业促增收，辖区内的宏农

藏鸡养殖基地、夜伴蜂声生态园等企业

持续壮大，并建立企业与群众利益联接

机制，利用扶贫产业项目带动贫困群众

增加收入。截至目前，宏农藏鸡养殖基

地已带动全市 3 县区 20 个集体经济薄弱

村参与藏鸡养殖，使每村每年增收 20 万

元以上，受益群众 1万余户。

“如今在家门口的养殖场上班，每个

月 能 挣 4500 多 元 ，对 目 前 的 工 作 和 收

入都比较满意。”在宏农藏鸡养殖基地实

现就业的乃东区颇章乡斯堆村村民白玛

德珍高兴地说。

另外，乃东区还在文旅融合、特色养

殖、商贸物流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增加

群众收入。扎西曲登社区通过“民宿牵

手非遗”，累计接待各地游客 5 万余名、创

收 400 万余元；索珠乡通过推广食用菌与

藏药材种植技术，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

增收创收。

如今的乃东群众正阔步走在乡村振

兴的康庄大道上，处处朝气蓬勃、风景正

好，一幅农村美、乡风和、产业强、农民富

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有均）在

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堆

龙德庆区乡村振兴局以马乡措麦

村为试点，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发

展庭院经济，把闲置“方寸地”建成

致富“聚宝盆”。

措麦村位于 109 国道沿线，距

离拉萨主城区 45 公里，交通便利，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该局依

托 当 地 措 麦 藏 戏 、措 麦 寺 等 自 然

人 文 景 观 ，充 分 利 用 贝 壳 企 业 在

居 住 领 域 的 专 业 优 势 ，实 现 了 对

措麦村古村落的保护与打造。

在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过

程 中 ，该 局 通 过 设 置 不 同 体 验 风

格 的 庭 院 经 济 模 式 ，牵 头 建 设 了

设 施 完 备 、功 能 多 样 的 休 闲 观 光

园 区 、乡 村 旅 游 民 宿 和 藏 戏 传 承

基地，并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吸引

更 多 游 客 体 验 牧 区 生 活 ，助 力 农

牧 民 群 众 增 收 。 同 时 ，大 力 支 持

措麦村重点发展牦牛养殖繁育基

地 、联 户 增 收 砖 厂 、残 疾 人 家 具

厂、粮食加工厂、“土地托管、代耕

代种”等 5 个实体经济，并提供就

业 岗 位 ，每 年 为 村 集 体 经 济 创 收

100 余万元。2020 年以来，措麦村

先后被评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特 色 村 、全 区 高 原 生 态

文明建设基层党组织示范点。

“下一步，我们将适时推广运用

措麦村发展‘庭院经济’的工作经验，

以点带面地助推堆龙德庆区乡村旅

游服务业发展，真正实现‘小农户’创

造‘大财富’。”堆龙德庆区乡村振兴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亚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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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以来，我区

持 续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健 全 机 制 举 措 、层

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

脱 贫 人 口 生 活 水 平 。

同 时 ，守 牢 生 态 资 源 、

抓牢融合发展，深入推

进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见实效。

图 为 林 周 县 边 交

林 乡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园

区 技 术 员 实 地 指 导 当

地 群 众 学 习 现 代 农 业

种植技术。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山南市

消费帮扶为乡村发展添活力

堆龙德庆区乡村振兴局

用好庭院“方寸地” 建成致富“聚宝盆”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转移就业工作，促进劳务输出，林芝市墨脱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格当乡举办了藏餐厨师技能培训班，帮助农牧民群众

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能力。

图为参训群众接受技能考核。

本报记者 王敏 本报通讯员 郎玲 摄

桑日县增期乡雪巴村：

盘活优势资源 发展“温泉经济”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本报通讯员 李亚杰

那
曲
税
务聚

焦
清
洁
能
源

助
推
绿
色
发
展

学技术

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