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4年4月9日 星期二

主编：卢有均 责编：卢有均 央拉 美编：胡笙5 邮箱：xzrbzks@163.com

“手把手”教技能“点对点”抓产业
—尼木县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一瞥

本报记者 刘琳琳

春风送暖，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记者驱车前

往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白格行政村色土自然村走

访。

从昌都市区出发，一路往北，沿着弯弯曲曲的道

路到达距离市区 6 公里的白格村时，正赶上村党支部

书记洛亚江村家组织的家庭聚会。“今天亲戚来我家做

客，好吃好喝的都得上齐了。”“60后”书记洛亚江村笑

意盈盈地把我们迎进了门。在宽敞的客厅里，洛亚江

村与亲人们又说又笑，好不热闹；其妻子其尼泽珍一刻

也没闲着，忙着给客人上茶，准备饭菜。

屋外春寒料峭，室内温暖如春。谈到如今的好生

活，大家的兴致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在党的领导

下，如今，我们的日子比蜜甜。”洛亚江村乐呵呵地告

诉记者，细数洛亚江村的“幸福账单”，每一笔账单里

都饱含着村民们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的足迹。

白格村属半农半牧村，辖 3 个自然村，共 105 户

406 人。目前，全村水、电、路、讯、网通达率 100%；成

立了汽车运输队，每年可带领 30 多户村民户均增收

10 多万元；共流转土地 200 多亩，搭建温室大棚 120

多座，根据租户租期长短不同，每月能为村民带来

1500元至几千元不等的经济收入。

“下辖的 3 个自然村依据各自情况实施了不同

的增收项目。”洛亚江村介绍说，“白格自然村开办

了砖厂，带领全村 53 户年增收 12 万元；恩帕自然村

依托砂石场，带领全村 20 户年增收 60 万元，农闲时

间 ，还 组 织 村 民 们 挖 虫 草 、采 菌 子 ，可 带 动 户 均 增

收 2 万多元；色土自然村除开展劳务输出获得收入

外，还发展土豆、豌豆等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看着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洛亚江村喜不自胜：

“如今，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家家户户住着舒适的

房子，吃得好穿得暖，孩子上学不愁学费，农民耕地有

‘铁牛’……这一切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聊到尽兴处，对如今自己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洛

亚江村更是充满了感激。

洛亚江村家共 5 口人，其中 3 人是党员——洛亚

江 村 、洛 亚 江 村 的 大 儿 子 加 永 泽 仁 和 女 儿 加 永 群

措。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洛亚江村每天忙着村里的

各项事务，日子忙碌而充实；爱人其尼泽珍身体硬

朗，在家种地种菜，含饴弄孙；大儿子加永泽仁跑货

车，一年有 10 多万元收入；女儿加永群措，大学毕业

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察雅县委统战部工作；小儿

子加永美郎在高争水泥厂工作，一个月有一万多元

的工资。一家人都在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日子过

得有声有色。

“近几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真是

件可喜的事，这可是我们村未来发展的希望。”洛亚

江村喜滋滋地说。

走访结束了，从洛亚江村家出来，沿着白格村村

道一路向南，记者看到，沿路两旁各家各户的庭院里

都停放着小汽车或摩托车，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相信，随着乡村全面振兴，农牧民群众的生

活一定会更加幸福、美好。

本报泽当电（记者 丹增平措）近年来，山南市桑日县绒乡坚持把发展村

集体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聚焦县委“1455”党建工作思

路，以实施村集体经济“消薄培强”行动为抓手，立足资源禀赋、抢抓发展机

遇，积极探索飞地抱团发展新模式，促进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为实现乡村

振兴增添了新活力。

绒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作用，采取盘活闲

置资产、争取项目建设、打破传统思维等方式，强化“党建+思想教育”工作，

积极探索打破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同质化等瓶颈问题，在充分发扬

民主、倾听群众声音、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党员大会、群众大会研究

讨论达成共识，决定在山南市城区购买商品房，打破地域界限发展飞地经

济，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同时，深入贯彻落实全县全面消除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三年行动方案要

求，紧盯市场发展趋势，通过整合资金，发挥资金集聚效应，不断提升集体经

济整体发展水平。2023 年，整合全乡强基惠民工作经费及各村自筹资金共

2526.89万元，购买雅江天街 19间商品房，并通过对外租赁的方式实现抱团增

收，在有效盘活各类资金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村级集体经济长远效益。

随后，绒乡积极对接商品房出租事宜，让资源发挥应有效益。目前，19

间商品房已全部出租，每月租金 9 万余元，年收益稳定在 108 万元以上。各

村将根据投资金额按股分红，每村年均增收约 8 万元。该乡卓吉等 6 个“薄

弱”村受益于此，均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一番。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德庆镇邱桑村是藏医鼻

祖宇妥·云丹贡布出生地，有远近闻名的邱桑温

泉。近年来，该村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支持下，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绿色生态宜居乡村，

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走出了

一条生态好、群众富的发展新路子。

“我在邱桑温泉当管理员，主要负责客房管理工

作，每月工资有4000多元。”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村

民布琼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他对自己现在的工作十分

满意，不仅能学到管理知识，还能就近照顾家里。

邱桑村实现绿色转型发展是德庆镇推进乡

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德庆镇

以党建为引领，在壮大集体经济发展上解放思

想、图新求变，以务实的精神、奋发有为的工作状

态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绘就了一幅产业兴、

环境美的乡村新图景。

邱桑村作为德庆镇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经过

近 几 年 的 快 速 发 展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逐 年 提 升 。

2023 年，为适应新形势，满足游客更高的康养需

求，德庆镇在堆龙德庆区委、区政府支持下，积极

争取行业部门政策和资金扶持，在进行温泉提升

改造项目的基础上，实施了邱桑村乡村旅游民宿

建设项目。项目概算总投资 5309.59万元，用地面

积 58.78 亩，总建筑面积约 8562.97 平方米，目前正

在有序实施中。

同时，进一步挖掘“药王故里”文化内涵，做

强“药王故里”文化品牌。依托“药王故里”、温泉

康养做大做强宇妥沟沟域经济，积极开发“农家

乐”、生态休闲、民俗文化体验等旅游项目，通过

村村抱团发展，带动开发农产品销售、农业观光、

文化体验、镇域小城镇发展等经济新业态，辐射

增加村集体资源开发收入和镇域服务经营收入，

以点带面做大做强旅游业。

打好“主动战”，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推动新

业 态 示 范 项 目 —— 药 王 蜜 蜂 养 殖 项 目 落 地 落

实。在推进项目落地过程中，德庆镇积极组织相

关人员前往山南实地考察蜜蜂养殖项目，先后召

开 4 次项目论证会，分析项目实施可行性；牵手驻

村临时党支部，为项目实施争取强基惠民经费。

在多方筹备下，2023 年 7 月，德庆镇首批引进 30 个蜂箱的蜂蜜采集试

点工作在 6 个村全面展开，采取抱团发展模式，组织 6 个村集体大力实施药

王蜜蜂养殖示范项目，取得了一个蜂箱年产 30 公斤蜂蜜的喜人成果。目

前，该项目经堆龙德庆区委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审议

并通过，申报工作已全部完成。

“我们争取用 5 年的时间培养一批蜜蜂养殖能手，并带动全域农牧民参

与到蜜蜂养殖示范项目中，力争把蜜蜂养殖业做成德庆镇的规模产业、示

范产业、致富产业。”堆龙德庆区德庆镇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针对饲草业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农牧民饲草需求的现实问题，德

庆镇党委主动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新模式，对邱桑村现有养殖场进行提升改

造，大力实施水培饲草种植项目。为推动该项目尽快落实落地，已先后 4 次

召开专题会议，推动项目申报工作，并组织相关人员赴青海考察调研水培

饲草生产和技术。据了解，水培饲草种植项目除对现有 300 平方米场地进

行提升改造外，还将建设 1 栋水培饲草立体种植大棚。目前，该项目进度达

到 40％，室外附属工程基本完工，室内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

推动“德党引、庆心悦”党建品牌创建。聚焦重点工作，将德庆历史文

脉贯穿于党建品牌创建工作中，推动历史文化与党建品牌有机融合。以药

理医治病灶理念，提出“三有一预防针、三诊一把脉”党建品牌创建具体工

作举措，并指导各村积极谋划产业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召开党建品牌

创建工作部署会 1次、谋划产业项目专题会 2次，申报相关产业项目 6个。

下一步，德庆镇党委将通过“三诊一把脉”的方式，对各村申报项目进

行论证，统筹做好项目储备库建设，力争通过党建品牌创建，形成成熟高

效、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走出一条有地方特色的

发展新路子。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委、县政府

锚定“四件大事”，聚焦“四个创建”“四

个走在前列”，始终把抓产业项目、带

群众增收作为“一号工程”，坚持把党

员 干 部 作 为 尼 木 最 大 的 资 源 优 势 ，以

实现“人有一技之长、户有致富门路、

村有当家产业”为短期目标，以“带着

群众干、做给群众看，发展为人民、成

果人民享”为中期目标，以“实现尼木

乡村振兴、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长期

目标，大力弘扬“四下基层”工作法，精

准 实 施“ 点 对 点 ”干 部 抓 产 业 工 作 机

制，致力于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培育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动 能 ，为 推 动 巩 固 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供有力支撑。

尼木县坚持把“点对点”干部选派

工作作为每年县委常委会重点工作抓

好抓实，及时明确选派原则、要求和范

围 ，确 保 把 符 合 条 件 的 优 秀 干 部 选 出

来、派下去；县委组织部严把选派人员

的政治关、能力关、作风关，扎实做好宣

传动员、推荐审核等工作，确保选派人

员过得硬、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同

时，建立健全产业项目抓点责任制、工

作 推 进 专 班 领 导 机 制 、任 务 时 序 分 解

制，严格落实督查问责机制，形成了一

套较为完备、规范有序的“点对点”干部

抓产业工作运行机制。

据悉，近年来，尼木县陆续选派 26

名县级干部牵头总抓 4 个县级产业、52

名科级干部统筹分抓 12 个乡级产业、

111 名下沉干部精准细抓 62 个村级产

业。在选人用人方面，严格选派标准，

把培养锻炼干部作为重要任务加以落

实。明确选派干部的资格条件，优先选

派年纪轻、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群众基

础 好 的 后 备 干 部 、优 秀 党 员 干 部 抓 产

业，涌现出了“菜农干部”刘红雨、“养牛

书记”马安阳、“养猪乡长”雒洪文、“养

鸡司令”冯虎、“种桃专家”王荣华等先

进典型，特别是“樱桃姑娘”德吉，被党

中央、国务院表彰为“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

“以前，一家人靠种植青稞为生，由

于收入上不去，日子过得并不富裕。现

在好了，自从承包蔬菜大棚搞经济作物

以来，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我承包的两

座蔬菜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和黄瓜，从

选种到收获，乡里的‘点对点’干部都会

全程指导，手把手教我种植技术，年收

入有 10 多万元。”聂玉村村民普布次仁

告诉记者，随着收入增加，一家人的生

活质量也上去了，他对自己走靠搞经济

作物发家致富这条路信心十足。

此外，尼木县还充分发挥县委党校

主阵地作用，邀请党校教授、县直部门

负责人和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采取专

题辅导、案例教学、互动交流等方式，对

“点对点”干部进行集中培训，不断提升

干部素质和能力。同时，依托“顺义尼

木”人才交流渠道，先后选派 12 批次 186

名村干部、党员致富能手、基层群众到

北京顺义区学习先进经验，并邀请区外

4 批次 53 名专业技术骨干到尼木县开展

短期援藏帮扶，共培养种植、养殖技术

能手 219人。

尼木县自实施“点对点”干部抓产

业 工 作 以 来 ，在 推 进 县 域 相 关 产 业 发

展 、促 进 农 牧 民 增 收 创 收 等 方 面 取 得

了显著成效。在基层党组织引领合作

社 发 展 上 ，合 作 社 负 责 产 业 项 目 运 营

管理，“点对点”干部示范带动群众参

与，引 导 农 牧 民 群 众 以 土 地 、房 屋 、劳

动 力 等 方 式 入 股 合 作 社 ，促 进 资 源 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群众变股东，充分

调 动 了 群 众 参 与 产 业 发 展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成 功 打 造 了

“藏香康养小镇”“温泉休闲之乡”“核

桃村”“牦牛村”“蔬菜村”“生态村”等

一 批 特 色 产 业 品 牌 村 镇 。 同 时 ，加 强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大 力 发 展 公 益 事 业 ，

让 农 牧 民 群 众 从 中 得 到 更 多 实 惠 。

在具体工作中，一批“点对点”干部通

过 争 取 资 金 支 持 ，在 各 地 实 施 了 一 批

安 全 饮 水 、农 田 水 渠 、信 号 基 站 等 基

建 项 目 ；一 批 干 部 主 动 作 为 、勇 于 冲

锋 ，在 每 年 夏 秋 汛 期 带 领 群 众 防 汛 抢

险、清理淤泥、疏通泥石流路面，保障

农牧业生产；一批干部积极协调公益、

医 疗 等 机 构 开 展 惠 民 行 动 ，为 农 牧 区

学 生 捐 赠 学 习 用 品 ，免 费 为 农 牧 民 群

众健康体检，把民生实事放在心里、抓

在手上。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乡村振

兴人才培育力度，突出重点、发挥优势，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推 动 乡 村 全 面 振

兴，让全县各族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

展成果。”尼木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

毫不能放松。

图为近日，在 2024 年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仪式上，

墨竹工卡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左）向施工方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册。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自 2023年 6月北京市顺义区与西藏尼木县达成对口帮扶合作意向以来，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先后组织考察团、工作组来到尼

木实地考察，并围绕樱桃、草莓等帮扶项目深入交流。尤其是工作组在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调研期间，不仅指导完成了

该产业园蔬菜大棚水、电、温控设备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还通过“田间课堂”培训，帮助种植人员完成 9000多株草莓苗的栽植。

图为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种植人员在草莓种植大棚内除杂草。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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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市桑日县绒乡

探索飞地抱团发展新模式 提升村集体经济长远效益

上图为尼木县“点对点”干部王荣华（右一）向群众传授平谷大

桃种植技术。

右图为尼木县“点对点”干部德吉（左一）向群众传授车厘子种

植技术。 （图片由中共尼木县委宣传部提供）

“60后”书记的“幸福账单”
本报记者 万慧

那曲市索县加勤乡嘎达村，平均海拔

4100 米，距离县城约 125 公里，距离乡政府

约 50公里，地处高山峡谷中。

近日，记者来到嘎达村走访。在该村

的蔬菜大棚里，记者看到，翠绿的西葫芦、

茂盛的黄瓜藤蔓等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我们村的蔬菜大棚，是在驻村工作队的

大力支持下建起来的，不仅解决了群众吃

菜难问题，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党支

部书记罗次说。

据悉，为确保当地群众不出村就能吃

到新鲜的蔬菜，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驻嘎达村工作队经过一系列的调研后，于

2022 年 12 月成功搭建了嘎达村第一座半

地下室蔬菜大棚。

时下室外温度虽不高，但大棚内的温

度却高达 30℃。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

建红在与我们攀谈的间隙，还时不时上前

两步，给正在大棚内劳作的两名菜农讲解

棚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种植知识。

据了解，近一年多来，在两批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嘎达村的

蔬菜大棚种植了多种绿色蔬菜，除满足本

村群众需求外，还销售到附近各村，年收

入有 6万多元。

“ 如 今 ，我 们 村 正 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资 源 优 势 ，大 力 推 进 农 业 现 代 化 ，积 极

探 索 产 业 化 、标 准 化 、规 范 化 经 营 模

式 ，推 广 种 植 技 术 ，不 断 提 升 蔬 菜 品

质 。”王 建 红 介 绍 说 ，“ 蔬 菜 大 棚 是 嘎 达

村 立 足 资 源 禀 赋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产 业 、

帮 助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创 新 之 举 。 下 一

步 ，我 们 计 划 扩 建 大 棚 ，扩 大 种 植 规

模 ，把 蔬 菜 卖 得 更 远 ，进 一 步 增 加 群 众

收 入 。”

蔬
菜
大
棚
种
出
致
富
好
﹃
钱
﹄
景

本
报
记
者
万
靖

本
报
通
讯
员
益
西
卓
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