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昌都电（记者 桑邓旺姆 通讯员 赵琦 梁侠）昌都市八宿

县邦达镇同尼村第十二批驻村工作队开展驻村工作以来，坚持以

“传帮带”为抓手，协助村党支部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思

路、新格局，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驻村工作队通过定目标、强筋骨、亮品牌，不断夯实基层党

组织引领基层治理“桥头堡”作用，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借助同尼村位于 318 国道沿线区位

优势，依托党群活动中心，开展“暖心一杯茶，有事找支部”活动，

构建“受助—助人—互助”“奉献—回报—奉献”的党建服务新模

式，积极为过往游客提供免费休憩场所，向过往游客发放环保倡

议书，大力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搭建同尼村调解服务中心，采

用“实地+大调解”的工作模式，运用“网格+调解”“政府+民间”

“行业+专业”等矛盾纠纷多元排查调处手段，不断提高群众诉求

办理效率。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科学整合优势资源，

紧盯运输产业发展新形势和工程施工新业态，主动对接村“两

委”、辖区内项目施工单位等，争取同尼村装载机、挖掘机、搅拌

车等运输机械 68 辆投入到工程建设，带动 43 户群众实现增收 32

万余元。深入推进党员联系群众活动，建立完善联系机制，促进

党心民心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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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全区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局长会

议上了解到，2023 年，全区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持续抓好稳粮、兴牧、强特色，推动农

业农村工作迈上新台阶，粮食产量创历史

新高，一产增加值和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

值创历史新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023 年我区粮食生产再创佳绩。落

实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291.88 万 亩 ，其 中 青 稞

222.87 万亩；粮食产量达到 108.87 万吨，其

中青稞 84.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完成续

建和新建高标准农田 67.4 万亩，超额完成

年度任务，复耕撂荒地 2.39 万亩。青稞良

种覆盖率达 93%，主要粮食作物（青稞）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1%。

“菜篮子”产品稳步增长。预计全区

肉蛋奶产量 92.8 万吨、蔬菜产量 95 万吨。

完成饲草复种、房前屋后种草和连片种植

人 工 饲 草 57.51 万 亩 ，改 良 牲 畜 30 万 头

（只）以上，牲畜良种覆盖率达 46%。管好

用好现有蔬菜设施，恢复利用闲置温棚

1643.1 亩 。 农 产 品 监 测 总 体 合 格 率 为

97.8%。

高原特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全区

一产增加值 215.01 亿元，增长 14.9%；农畜

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 75 亿元，增长 25%

以上。新增自治区级龙头企业 12 家、国家

级农牧民合作社示范社 40 家。遴选打造

龙头企业亮点示范 14 家，农牧业招商引资

签约项目 19 个、协议资金 27.34 亿元。全

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

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达 301 个，首次

创建 4 个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成功发布

第二个以自治区为产地名的区域公用品

牌“西藏羊绒”。新增获批创建产业集群 1

个、产业园 1个、产业强镇 5个。

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全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924 元、增长 9.4%，

增速高出全国水平 1.7 个百分点。围绕农牧民收入“四大来源”，推

动出台促进城乡居民增收若干举措，每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均稳居全国前列。

此外，林芝市巴宜区被国务院评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成效明

显地方”；昌都市农业农村局、拉萨市畜牧兽医总站、波密县农业农

村局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拉萨市曲

水县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土壤三普工作优秀试点县”；拉萨市

城关区被农业农村部正式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日喀则

市拉孜县、拉萨市曲水县、阿里地区日土县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2022 年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山南市乃东区获批创建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那曲市色尼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农业

农村部认定；林芝易贡茶厂被认定为全国首批生态低碳茶技术集

成示范基地。

日喀则，藏语意为“如意庄园”。农牧

业转型升级浪潮滚滚、农牧区振兴发展生

机勃勃、农牧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随

着日喀则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持续推进，一幅“如意”

画卷正在这片好风土上徐徐展开。

2023 年以来，日喀则市委、市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始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

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作为坚定捍卫“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忠诚实

践，大力践行“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要

求，狠抓重点、突破难点，在责任上不断压

实、思路上不断创新、机制上不断完善、工

作上不断提升，推进各项任务取得新成效、

迈上新台阶。

聚焦责任落实，提升工作质效

坚持把做好有效衔接作为实现长治久

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一盘棋”“一股劲”推进落实。

周 密 部 署 推 进 。 坚 持 高 位 推 动 ，制

定 实 施《日 喀 则 市 关 于 打 赢 打 好 2023 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 接“ 翻 身 仗 ”工 作 方 案》，咬 定 目 标 任

务、紧盯时间节点，切实增强全市上下齐

抓有效衔接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乡村振兴责

任制，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先后作出指示批示 65 次，深

入基层走访调研 48 次；全面压实各级各部

门责任和考核监督责任，完善政策措施，进

一步构建职责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

乡村振兴体系。

强 化 驻 村 帮 扶 。 精 准 安 排 1693 个 村

（居）驻村工作队，用心用情用力开展驻村

帮扶，服务乡村振兴，累计为民办实事 2.19

万件，投入资金 4170 余万元，帮扶物资折资

2185 万元；落实驻村帮扶项目 537 个，投入

资金 1.46亿元。

聚焦稳岗就业，促进群众增收

始 终 把 保 障 农 牧 民 群 众 特 别 是 脱 贫

群 众 稳 定 增 收 作 为 核 心 要 务 ，突 出 产 业

带动和稳岗就业“两个关键”，坚持“一户

一 策 ”“ 一 人 一 法 ”，制 定 落 实“ 十 项 增 收

举措”（即：强化精准监测帮扶、依托乡村

产业带动、抓实经营主体吸纳、完善联农

带农机制、增强乡村发展后劲、推动群众

稳岗就业、注重项目建设带动、用活惠农

利民政策、整合帮扶资源力量、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更可持续推动群众增收。

深入推进产业提质增效。落实巩固一

批、提升一批、盘活一批、另起炉灶一批“四

个一批”要求，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继续投

入衔接资金 13.55亿元，实施有前景、有优势

的乡村产业项目 174 个，市级以上农牧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36 家，村集体经济组织

实现全覆盖，各类合作社发展到 3880 家，帮

扶产品销售额达 9.33亿元，帮扶产业实现分

红 4715.24 万元、惠及群众 8 万余人。在桑

珠孜区成功建成日喀则市青稞产业大数据

中心，并被列入全国智慧农业优秀案例；谢

通门县强化“产购销”体系建设，破解农牧

产品销售难题，做法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

肯定并推广。

突出抓好群众稳岗就业。坚持从培训

端精准发力，组织群众参与实用技术和劳

动技能培训，累计培训 2.5万人，其中脱贫人

口 8877 人。落实生态补偿岗位 9.87 万个，

兑现岗位资金 3.44 亿元。有就业意愿的脱

贫家庭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100%，

“雨露计划+”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5%。

加 强 脱 贫 人 口 收 入 监 测 。 盯 牢 收 入

低于万元和收入同比下降脱贫人口、易地

搬迁群众等重点群体，动态监测、精准帮

扶。除整户无劳力兜底保障户和未消除

风险监测对象外，脱贫人口 2023 年收入均

突破万元。

聚焦守牢底线，巩固脱贫成果

始终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

为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注重靶向发力，

补短板、强弱项，让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监测帮扶更加精准。盯紧因病返贫和

突发事故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防止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扎实做好集中排查和日

常监测，不设规模限制，简化识别程序，应

纳尽纳、应扶尽扶。累计 2050 户 8110 人稳

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守住了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

核 心 指 标 更 加 巩 固 。 瞄 准“ 三 保 障 ”

和饮水安全成果巩固提升，扎实做好教育

保障、医疗保障、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农

村低保等工作，兜牢民生底线。聚焦教育

保障，全面落实各类教育资助政策，义务

教育巩固率达 98.7%；聚焦医疗保障，脱贫

人 口 基 本 医 疗 参 保 率 99.6%、监 测 对 象 参

保率 100%、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 100%；聚

焦住房安全，加快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聚焦饮

水安全，大力开展农牧区供水“大排查、大

整 改 、大 提 升 ”行 动 ，安 全 饮 水 实 现 全 覆

盖 ；聚 焦 社 会 保 障 ，落 实 城 乡 低 保 资 金

7370 余 万 元 、惠 及 2 万 余 人 ，落 实 困 难 群

众临时救助金 3270 余万元、救助 5890 户，

兑 现 残 疾 人“ 两 项 ”补 贴 3160 余 万 元 、惠

及 2 万余人。

后续扶持更加有力。扎实推进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工作，实行搬迁安置点领导包保

和结对帮扶机制，继续投入衔接资金 1.31亿

元，实施补短板、促发展产业和基础设施项

目 10个。

聚焦环境提升，打造和美乡村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序

推进以“美丽乡村·幸福家园”为重点的乡

村建设行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深入开展示范创建活动。投入 4.53 亿

元，因地制宜、体现特色，建成美丽宜居村

庄 20 个。扎实推动“百县千乡万村”乡村振

兴示范创建活动，拉孜县被评为 2022 年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拉孜县扎西岗乡

顿珠顶村、仁布县切娃乡普纳村被评为第

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白朗县旺丹乡

桑巴村（皮制品）被评为第十二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

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把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乡村，着力往村覆

盖、往户延伸，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71.27%、集中供水率达 86.69%，行政村主电

网覆盖率达 100%，行政村光纤、宽带、手机

信号交叉覆盖率达 100%。

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全市农牧区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0.43%、人居与牲畜饲

养分开占比达 77.2%，提前完成“十四五”目

标。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进一步改

善农牧民生产生活环境。

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深入推进农牧

区精神文明建设，面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惠民政策，普及文明礼仪知

识，累计开展宣传宣讲 3.7万场次、受教育群

众 200 万人次；充分发挥各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阵地作用，开展文明实践活

动 42万场次，服务群众 630万人次。持续建

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85 名县级干部包点

指导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49 个，组织

1066 名村（居）主干赴区外省市开展专题培

训，1183 名村（居）干部到乡镇（街道）跟岗

学习。深入推动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提

质扩面，试点范围扩大到 500 个村（居），试

点村（居）“积分制”“清单制”覆盖率达到

100%，不断引导农牧民群众树立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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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八宿县邦达镇同尼村驻村工作队

党建引领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近年来，尼木县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促进文旅融合，努力把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结合藏纸、藏香康养、生态观

光等项目，让非遗焕发活力，促进群众增收。

图为尼木县塔荣镇雪拉村村民普琼展示雪拉藏纸制作工

艺。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践行“四敢”要求 描绘乡村振兴“如意”画卷
—2023年日喀则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汪纯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手绘墙画，“爬上”了错落有致的

藏式小楼，“登上”了一座座藏式院落的院墙。从日喀则

市桑珠孜区聂日雄乡到东嘎乡、曲美乡到纳尔乡，一幅

幅手绘作品沿着乡村主干道将一座座美丽乡村串联起

来。

由桑珠孜区委宣传部、桑珠孜区创城办积极开展的

乡村社区文化墙打造项目，使传统“牛粪墙”转变为村民

们的“文明引导墙”“村容村貌墙”，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线。

项目选取东嘎、聂日雄、曲美、纳尔 4 个乡、7 个村的

23 个点位进行打造，以墙体彩绘艺术手段助力美丽乡村

建 设 。 文 化 墙 涵 盖 美 丽 乡 村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等

主题，并植入西藏独特的人文风情，呈现出党的光辉照

耀下雪域高原一片繁荣景象。

“我们将高原农耕文化、民族团结故事、道路安全常

识等内容绘制在墙上，村民进出都可以看到，潜移默化

中会起到宣传作用。在墙上绘制的精美风景画，也给乡

村 增 添 了 一 道 美 景 ，弘 扬 了 文 明 健 康 、积 极 向 上 的 风

气。”桑珠孜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下 一 步 ，桑 珠 孜 区 将 持 续 开 展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和 乡

风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广打造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的 主 题 文 化 墙 ，使 其 成 为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重 要 文 化 阵 地

和村民的美德教育墙、文明新风墙，助推创建更多的文

明幸福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彩绘文化墙 养眼更润心
本报通讯员 王建亮 吉拉 本报记者 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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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过往人员驻足观看彩绘文化墙。

图②：主题鲜明的彩绘文化墙一角。

图③：俯瞰彩绘文化墙。 本报通讯员 王建亮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