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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田野勤耕耘 高原大地绘新图
—我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图/文 本报记者 次仁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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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建引领 注重因地制宜

昌都市洛隆县雪瓦通村多举措推进乡村振兴

卡贡村位于昌都市察雅县卡贡乡东

南部，坐落于扎罗马山脚下，澜沧江绕村

而过。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乡村，

村容村貌整洁，村风和谐，水、电、路、讯、

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相对健全。

“我们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卡贡

村村委会主任旺扎说，“以前，卡贡村群

众主要以种植青稞为生，收入来源单一，

虽然村里党员带领群众种植蔬菜拿到市

场上售卖，但收效甚微。不仅群众收入

不高，村里的环境也差，秋冬时节，风一

吹，眼睛都睁不开。”

让旺扎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年时间，

卡贡村不仅绿意满山，还实现了村民增收

致富。

春 日 里 ，迎 着 阳 光 ，位 于 卡 贡 村 东

边 的 卡 贡 苗 圃 基 地 里 ，农 机 正 在 轰 隆

工作。苗圃基地前，村民正忙着给树苗

包 根 、捆 苗 、搬 运 、装 车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的繁忙景象。“正赶上植树节，采购树苗

的需求很大，村里也因此渐渐热闹了起

来。今天要挖 1000 株杨树苗，等他们包

好 根 后 送 到 市 里 去 。”苗 圃 主 任 兼 技 术

负责人扎西次仁介绍道。

苗圃基地里，57 岁的亚姆正在给树

苗包根，“我岁数大了，去外面打工也不

好找工作。平时，在苗圃基地给树苗浇

浇水、拔拔草，一天就有 100 元的收入，能

在家门口从事这份工作真的太好了。”亚

姆乐呵呵地说。

说起苗圃基地建设，旺扎言语间全

是感激：“2012 年，在昌都市林业局驻村

工作队的积极协调沟通下，林业局组织

专人来卡贡村考察。由于我们村地处干

热河谷地带，水源充足，太阳辐射强，经

过专家考察，决定让我们村着力发展苗

圃种植等绿色产业。2013 年以来，在县、

乡两级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下，累计投资 8000 万元，在我们卡贡村

占地 1475 余亩的苗圃基地开展苗圃种植

和经济林建设，真正带动了我们村的经

济发展。”

依托苗圃基地建设，卡贡村村民有

了务工的好去处。每年 11 月至 3 月，60

岁以下的村民都可以去基地拔草、浇水、

修剪树枝等，一天下来有 100 元工资，家

门口的“绿色银行”让村民笑开了颜。

“苗圃基地栽植的苗木有苹果、葡

萄、桃树、云杉、红叶李、核桃、当地杨树、

沙棘等 160 余万株。我们跟村里签订了

土地租赁合同，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按

照每亩土地流转费 1000 元的标准，租赁

期为 10 年，每年累计为群众增加土地流

转收入 147.5 万元。同时，可带动卡贡村

76 户 105 人参与苗圃务工，平均年发放务

工工资 60万元。”扎西次仁说道。

依托苗圃基地，卡贡村的环境越来

越好了，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

“到我们村，必须看看我们群众现在

的生活。”旺扎边说边笑意盈盈地领着记

者前往群众家。

随意走进一户群众家里，只见屋内

干净整洁，藏式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水果、

饮料、牛肉干等，大屏液晶电视、双开门

冰箱等家电应有尽有。在半亩多地的院

子内，蔬菜长势喜人，白葡萄树、石榴树、

桃树、苹果树等正在抽芽。

“我家以前种青稞，19 亩地一年收入

2 万元左右，要自己种地、自己除草，人都

被‘锁’在了土地上。土地流转后，一年

有 1.9 万元的土地流转费，加上我的女儿

又在苗圃基地打工，算下来，一年收入还

挺可观的。”77岁的斯郎扎西介绍道。

如今，“绿色”既是卡贡村的生态底

色，更是卡贡经济发展的特色。卡贡村

在家门口建起的“绿色银行”真正实现了

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漫步村落

间，漫山林木随风摇曳，仿佛在为卡贡村

绿色发展生态路径点头赞许。

察 雅 县 乡 村 振 兴 局 局 长 卓 玛 拥 宗

告诉记者，“十三五”以来，察雅县以国

土 绿 化 工 作 为 抓 手 ，于 2015 年 启 动 了

万 亩 经 济 林 产 业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总 面

积约 1.2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共计 81 万

余 株 ，涉 及 低 收 入 人 群 674 户 2538 人 ，

切实推动实现了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生态富民。

作 为 昌 都 市 扶 贫 产 业 项 目 提 档 升 级 试

点县，近年来，类乌齐县立足资源禀赋、区位

优势，以文旅产业、牦牛产业、芫根产业为发

展定位，创新实施园区带动、龙头企业带动、

农民合作社带动、能人大户带动和困难户自

主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产模式，大力拓

宽产业扶贫之路，着力打造产业扶贫升级版，

让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产业扶贫的红利。

正稻商贸有限公司酒厂位于类乌齐县产

业园区，是“十三五”期间类乌齐县实施的产

业扶贫项目，该公司一期工程投资 500 万元，

实施类乌齐县“醉香巴”青稞酒酒厂项目，主

要订制成品酒、活瓷存酒坛、发酵设备等，项

目一期建成后，预计年出酒 100 余吨，销售额

2000 万 元 ，销 往 区 内 和 全 国 各 地 ，带 动 就 业

15 人 。“ 未 来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拓 宽 市 场 ，带 动

当地群众增收。”昌都正稻商贸有限公司总裁

杨峻伯说。

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类乌齐，牦牛既是

一 道 风 景 ，也 是 撑 起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希 望 。

类乌齐属高原温带半湿润气候，草场丰美，这

里不仅牦牛数量繁多，牦牛肉品质也很高，是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022 年，为大力发展类乌齐牦牛产业，重

庆援藏工作队投入产业引导资金 200 万元，在

滨达乡央宗村建起牦牛短期育肥示范基地，开

展牦牛良繁推广、集中育肥、牦牛数据化管理

等工作，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

“ 我 们 四 川 甘 孜 惠 众 冷 链 物 流 公 司 是

2023 年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类乌齐不管是

地理环境，还是市场氛围，都十分适合发展牦

牛产业。未来，我们考虑在昌都各县设立牦

牛肉直营店，并计划在昌都八宿县购买 12 亩

草场，从四川甘孜购买牦牛到八宿饲养。”胡

麾信心满满地说。

随着牦牛产业的发展壮大，为进一步完善

保种、扩繁、育肥、加工牦牛全产业链顶层设

计，类乌齐县重点实施牦牛保种扩繁项目，着

力在短期育肥上寻求探索和突破。同时，采取

“大数据管理+人工授精技术+农牧民协议养殖”模式，开展类乌齐牦牛保

种扩繁。目前，已纳入大数据中心管理能繁母牛 798 头；采取“政府保障牛

源+企业育肥销售”牦牛短期育肥模式，每年集中开展短期育肥 2 批次，每

批次按照 500 头标准进行为期 4 个月的短期育肥，预计每年出栏牦牛 1000

头，实现产值约 1200 万元，辐射带动 500 户以上农牧民实现增收。

此外，因类乌齐地处峡谷地带，雨水充足，各类野生药材也成为其发

展的优势资源。2023 年 5 月，在类乌齐县政府的扶持下，本地企业雪域利

美藏药材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厂房内建设了蔓菁（芫根）抗高反类食品生

产线，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500 万元以上，带动就业 18 人，并带

动“十三五”期间产业项目效益不佳的甲桑卡乡东登卡村 500 亩农田进行

低产田改造项目、尚卡乡多日卡村大蒜种植项目“转产止损”种植芫根。

雪域利美藏药材研发有限责任公司蔓菁项目负责人旺德思表示：

“我们通过建设蔓菁产业园区，重新整合类乌齐当地资源优势，注重生

产、种植、研发等每一个环节，提升产业链，扩宽市场，努力让蔓菁成为

类乌齐标志性产业。”

短短几年，类乌齐县牢牢抓住全市扶贫产业项目提档升级试点的历

史机遇，不断挖掘农村新的产业发展资源，全力争取自治区和昌都市扶

贫产业项目发展引导资金，推动传统种养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型升级，促

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感谢村党支部解决了我的就业难

题，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又能就近

照顾家里，真是太好了！”在查果拉山物

流仓储库房做管理员的昌都市卡若区

城关镇通夏村村民扎永高兴地说。

2023 年 ，昌 都 市 卡 若 区 城 关 镇 通

夏村党支部坚持主题教育与农牧民增

收 互 促 并 进 ，依 托 通 夏 村 微 型 产 业 园

区资源优势，先后推荐遴选 14 名本村

群 众 到 园 区 卡 卓 纺 织 厂 、查 果 拉 山 餐

具 清 洁 厂 以 及 物 流 仓 储 库 房 就 业 ，靶

向发力破解本村就业难题。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

强 领 导 下 ，全 区 各 级 各 涉 农 部 门 聚 焦

“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持续抓

好稳粮、兴牧、强特色，推动农业农村

工作迈上新台阶，守底线、抓发展、促

振兴，紧盯脱贫户持续增收、帮扶产业

提质增效、高原和美乡村建设等，巩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取 得 新 实 效 、乡 村

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牧民收入不断增长

增加农牧民收入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 兴 的 关 键 目 标 和 中 心 任 务 ，必 须 确

保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到较高水平。

2023 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

位 推 动 下 ，各 级 各 部 门 坚 持 把 增 加 农

牧 民 收 入 作 为“ 三 农 ”工 作 的 首 要 任

务，千方百计挖掘增收潜力、拓宽增收

渠道，确保农牧民增收工作目标不变、

责任不松，力度更强、标准更高。

2023 年，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19924 元 ，直 逼 2 万 元 大 关 ，增 速

9.4%，高出全国水平 1.7个百分点。围绕

农牧民收入“四大来源”，早谋划、优机

制、重协调、强考核，落实各类资金 69.4

亿元，强化农牧业龙头企业引育和产业

链补链延链，调整优化牲畜出栏补贴政

策，推动出台促进城乡居民增收若干举

措，全年各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稳居全国前列。

把 牢“ 两 条 底 线 ”抓 落 实 ，确 保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确 保 不 发 生 规 模 性 返

贫。2023 年，我区粮食生产再创佳绩，

共 落 实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291.88 万 亩 ，其

中 青 稞 222.87 万 亩 ，产 量 达 108.87 万

吨 ，耕 地 保 护 和 粮 食 安 全 责 任 得 到 全

面落实。完成续建和新建高标准农田

67.4 万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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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严格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

制，监测范围扩大至 7000 元（含）以下，

组 织 开 展 防 返 贫 监 测 帮 扶 集 中 排 查 ，

强化部门预警联动，落实“一户一策”

帮扶举措，切实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早帮扶。

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

打好农牧业提质增效攻坚战是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部 署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全 区 严 格 按 照 部 署 要 求 ，加 快 出

台 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牧 场 、

龙 头 企 业 规 范 有 序 发 展 的 激 励 政 策 ，

扶 持 壮 大 农 牧 产 业 经 营 主 体 。 2023

年 ，新 增 国 家 级 农 牧 民 合 作 社 示 范 社

40 家 、自 治 区 级 龙 头 企 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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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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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国 有 机 农 产

品 基 地 4 个 ，成 功 发 布 第 二 个 区 域 公

用品牌“西藏羊绒”。

同 时 ，着 力 打 造 农 牧 科 技 创 新 平

台，坚持产学研结合，集中攻关青稞、

牦 牛 等 高 原 特 色 农 牧 业 核 心 种 源 、高

效种植养殖、农畜产品加工等技术，不

断 提 高 科 技 对 农 牧 业 的 贡 献 率 ；顺 利

启动青稞种业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青

稞、牦牛、牧草 3 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 系 试 点 ；完 成 农 业 种 质 资 源 和 农 业

外来入侵物种两项普查工作；“山南市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那曲市娘亚牦牛

保 种 场 ”等 8 家 单 位 被 认 定 为 自 治 区

级第二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

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区深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农

业农村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不断完善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23 年，共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村庄 220

个 ，完 成 人 畜 分 离 7.7 万 户 、户 厕 改 造

3.99万户。

同 时 ，进 一 步 规 范 农 村 集 体 资 金

资 产 资 源 和 农 村 土 地 经 营 权 流 转 管

理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土 地 股 份 合

作、农村乱占耕地（住宅类）建房专项

整 治 、解 决 承 包 地 细 碎 化 四 项 试 点 工

作成效初显；深入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如 期 完 成 农 牧 区 户 厕 改 造 、偏 远 乡 村

生 活 垃 圾 环 保 处 理 试 点 工 作 ；成 功 创

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1 个

镇 和 10 个 村 ，入 选 第 四 批 全 国“ 文 明

乡风建设”典型案例 1 个。

美好蓝图需要实干来描绘。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

区将进一步扭住农牧民增收中心任务，

紧盯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立足科技创新和农村改革，积极完善思

路举措，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昌都电（记者 平措郎加）

自全区第十二批驻村工作开展以

来，昌都市洛隆县俄西乡雪瓦通村

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坚持党建

引领，以“千万工程”启迪思想，因

地制宜共同绘就乡村“锦绣图”。

据了解，雪瓦通村以 1 个党群

活 动 中 心 为 基 点 ，划 分 21 个 联 户

单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为

民服务送到“家门口”。在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中，党员们以“三会一

课”和主题党日为抓手，除了在大

家熟知的节点外，村党支部还把禁

毒宣传月、安全生产月、“六一”儿

童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等与主

题党日紧密结合起来，开展形式多

样、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主题党

日活动 10 余次。在党组织的引领

下，雪瓦通村村民凝心聚力，在共

圆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道上阔步

前行。

雪瓦通村立足洛隆县“农业大

县”“农业强县”战略定位，通过“政

府主导－合作共建－移交租赁－运

营维护－补贴群众”和投、融、建、

运、管“五位一体”的产业发展经营

模式，将全村 970.09 亩耕地进行了

土地流转。通过土地流转，每年为

本村 95 户群众带来土地租赁收益

87.31 万元，年带动户均土地流转增

收 9190.33 元。同时，将 355.31 亩的

耕地对外承包，年实现增收 28.4 万

元。此外，积极组织群众外出务工，

开办茶馆、小卖部、摩托车维修店、

理发店等，以逐步实现增收。

扎罗马山下的“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万慧

本报改则电（记者 达珍）近日，

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本松村在

村委会大院进行 2023 年度乡村振

兴施工项目收入和财政收入分红。

分红现场，村民们满心欢喜，

有序排队、登记、签字，依次领取分

红款，气氛火热。“这次分红，我家

共领到了 1 万余元，感觉生活越来

越有盼头了。”刚拿到分红的村民

土登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村民

们纷纷表示，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

政策，村里通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

济，提高了大家的生活品质，相信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据悉，此次本松村分红约 559

万元，其中矿区钻孔收入分红 380

万元，乡村振兴施工项目收入分红

112 万 元 ，财 政 收 入 分 红 66.71 万

元，脱贫户收入分红 4377.8元，受益

群众 408人。

“此次分红大会，村民们尝到

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来的

‘甜头’，进一步调动了村民参与村

级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开创了强村

富民工作新局面。”建行阿里分行

驻本松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昂

旺格登介绍说，“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坚持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

思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让村庄

美起来、村民富起来。”

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本松村群众喜领分红
分红约559万元 受益群众408人

日喀则市白朗县嘎东镇马义村村委会副主任普琼手捧丰收的麦粒，高兴地说：“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让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卡贡村全景。 本报记者 万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