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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结县昌嘎村：

为美丽乡村建设注能提速
打造宜居村庄
建设美丽家园

沿着柏油马路走进村庄，映入眼帘的
是宽阔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民居，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
美好前景。

据昌嘎村第一支部书记巴桑多吉介
绍，近年来，昌嘎村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大
力推进绿化美化工作。不断深化和美乡
村建设，以“共建宜居家园，提升庭院品
质”为目标，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心从

“村庄”向“庭院”转变，切实推动村庄面貌
整体提升，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内外兼美。
2023年，昌嘎村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号。

昌嘎村村民向记者介绍：“以前，昌嘎
村普遍存在着人畜混居、垃圾随处可见、
柴草乱堆、庭院泥泞等问题。现在，我们
村道路干净整洁，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
人人羡慕的宜居环境。”记者了解到，推进
和美乡村建设以来，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生
活环境水平，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旅游，为村庄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据悉，近年来，昌嘎村按照“群众自筹
自建、政府验收通过、发放奖补资金”措
施，积极推进污水治理、村道硬化、户厕改
造、人畜分离等工作。目前，家家户户都
建成了单独的水厕，洗衣洗澡都十分方
便。

日间照料中心
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2021 年，琼结县为巩固村级活动

场所标准化建设成果，让村级活动场
所“火起来”，率先在 7 个村（社区）探
索建设了“党群小茶馆”。2022 年，为
进一步拓展村级活动场所的服务功
能，重点解决老年人生活不便、留守儿
童无人照顾等问题，总结“党群小茶
馆”建设经验，学习区外先进做法，在
昌嘎村试点建设了“红色驿站—日间
照料中心”，真正做到了让老人“老有
所依”、让小孩“幼有所教”，不断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们把驿站打造成‘群众愿意来、来
了有事干’的红色‘吸铁石’，让每一位老
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我们积极与援藏工作队、县委
组织部沟通协调，申请资金320万元，建
设了日间照料中心。”巴桑多吉告诉记者。

上午 11 时许，记者在日间照料中

心看到，几位老人正在享用早餐。一
位老奶奶告诉记者：“现在这里变成了
老年人们话家长里短、聊邻里情深的
温馨场所，也是我们的民情茶室，真的
很暖心。”

巴桑多吉表示，鼓励大家在日间照料
中心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商讨村里的大事
要事，逐渐形成“没事来喝茶，有事您来
说”的良好议事氛围，真正做到了群众当
家作主。记者了解到，共青团琼结县委、
县妇联等部门还经常在日间照料中心开
展舒心便民服务。

“文化银行”“绿色银行”
既能学习又能换取生活用品

除了日间照料中心外，昌嘎村还积极
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把“文化银行”

“绿色银行”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把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基层治理、生态强村、
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形成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综合体模式。
据驻昌嘎村工作队副队长廖珂介

绍，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群众可以
通过扫描“文化银行”二维码进入“微琼
结”公众号查看每日签到学习次数和积
分数量，驻村干部会为积分达标的群众
登记“文化银行”积分存折。“村民们不
仅能在‘文化银行’学习党的政策，还可
以把每次的志愿服务记录上传换取积
分，攒到的积分可以在村委会和县城的
定点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实现人人参
与、人人学习。”廖珂说。

记者了解到，昌嘎村“文化银行”掌
上平台打破了线下集体学习缺乏趣味
性、自主学习效率低的弊端，群众可以通
过“线上学习＋积分兑换”的方式，实现
学习教育“银行化”服务，高效调动群众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积极性，受到广
大群众的喜爱。

此外，昌嘎村依托“文化银行”，把
推广运用“积分制”贯穿人居环境整治
全过程，将环境卫生、户厕改造、垃圾分
类、美丽庭院创建等情况纳入积分账
户。截至目前，昌嘎村已回收再生资源
超过 1 吨，兑换生活日用品折价超过
7000元。“自从建立‘绿色银行’以后，垃
圾清洁率相当于雇用了 3 名乡村保洁
员，而投入的费用仅相当于雇用1名保
洁员的费用，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的
目标。‘绿色银行’也逐步改变着群众原
本的不良习惯，切实引导着群众树立起
生态环保意识。”廖珂感叹道。

2月2日，记者跟随新春走基层采访报道组，来到山南市琼结县昌嘎村，感受这个乡村
的独特魅力和蓬勃生机。近年来，昌嘎村以“共建宜居家园，提升庭院品质”为目标，致力建
设美丽乡村示范村。记者了解到，昌嘎村开设日间照料中心，重点解决老年人生活不便、留
守儿童无人照顾等问题，真正让村民“老有所依”“幼有所教”。在此基础上，积极创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把“文化银行”“绿色银行”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文/图记者德吉曲珍

钩针编织培训现场。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结识了一群正在
参加钩织毛毯培训的妇女，她们通过自己的
努力，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
了家庭经济水平。

据了解，琼结县人社局为了更好地让留

守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2024 年 1 月 8
日，在昌嘎村组织开展了钩针编织职业技能
培训班。此次钩针编织技能培训为期60天，
共有60余名农牧民参加，培训现场由专业老
师通过先理论后实践的教学模式，指导学员
了解并上手尝试钩针编织的多种织法，手把

手进行指导，确保每一个学员都能熟练掌握
钩针编织技巧，织出满意的作品。

冬日的暖阳洒在阳光房里，洒在阿佳们
的巧手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不到60平
米的房间内，阿佳们围坐在一起，嘴里哼着小
曲，钩织出一件又一件美丽的毛毯和包包。

记者
手记

我区举办高海拔
农牧区供暖设备捐赠仪式

清洁取暖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重大的民生
工程、民心工程。为了让广大农牧区群众度过温暖、
舒适的新年，2月2日，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办的西藏自治区海拔 5000 米以上农牧区户用清
洁能源供暖设备捐赠仪式在拉萨举行。

捐赠仪式上，记者了解到，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75.698万元的户用光伏+储能设备，西藏
日出东方阿康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捐赠价值400万元
的热泵热风机及碳纤维电加热板设备。

此次捐赠共有541户农牧民群众受益——已供
电且用电负荷有保障的488户，采用热泵热风机供
暖；已供电但用电负荷无法保障热泵热风机供暖需
求的39户，采用碳纤维电加热板取暖；未供电的14
户作为试点，采用光伏+储能+碳纤维电加热板模式
供暖。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杨
弋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华电西藏公司高度重视，按
照地方所需、企业所能，及时筹集帮扶资金75.698万
元捐赠给有关县区住建部门，积极配合自治区住建
厅和各县区住建部门实施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全力争取节前完成设备安装任务，让群众过上温暖
祥和的新年。” 记者芮怡星

传递温情！拉萨市总工会
暖心慰问新业态劳动者

2月4日上午，拉萨市总工会院内热闹非凡，一
场温馨的春节、藏历新年送温暖活动暨高原炊具发
放仪式在这里举行，50名新业态劳动者代表参加了
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井然有序，一排排崭新的高原炊具整
齐地摆放在场地中央。“请大家有序排队，我们会为
每位劳动者分发慰问品。”拉萨市总工会工作人员说
道。记者了解到，此次慰问活动，拉萨市总工会以每
人1000元的标准，精心筹备了498套高质量高原炊
具，旨在为498名辛勤耕耘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送
去诚挚的关怀和温暖。这些劳动者涵盖了网约车司
机、外卖骑手、快递员以及便民利民服务窗口工作人
员等一线职工群体。

“作为外来打工人员，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政府、
工会对我们的关心关爱。收到工会给我们发放的礼
品，大家心里暖暖的。春节、藏历新年期间，我们将
继续坚守岗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西藏格尔网络科技(饿了么)有限公司代
表秦晓虎说。

拉萨市总工会党组成员、一级调研员尼玛潘多
表示，此次活动，拉萨市总工会共筹措资金200余万
元。工会作为职工的“娘家人”，将会继续以实际行
动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娘家人。下
一步，拉萨市总工会将在春节、藏历新年期间通过走
访慰问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内面向城市困难职工、节
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参与城乡环境综合大
整治行动的一线职工等广大群体广泛开展送温暖慰
问活动。 记者权文娟

在山南市多却乡
热玛瓦村看“村晚”

2月2日，在山南市浪卡子县多却乡热玛瓦村广场，
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在酝酿。

冬春交替，正是西藏大风天气最为频繁的时节，却
丝毫不影响乡亲们欣赏“村晚”的兴致。热玛瓦村广场
上的观众越聚越多，大家穿着靓丽的传统服饰，个个喜
笑颜开。记者了解到，除热玛瓦村的村民外，邻近村子
的村民也特意赶来观看“村晚”。

开场舞《幸福藏家年》拉开了“村晚”的序幕，喜庆
的旋律、欢快的舞蹈呈现出村民生活越来越好的喜悦
之情。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们纷纷拿出
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

小品、舞蹈、民歌、器乐……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
村民们眉开眼笑、乐从中来。台上的表演者们各显神
通，台下掌声雷动，这是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也是对
未来的自信和期许。热玛瓦村这台“村晚”虽然没有炫
酷的舞美，也没有夺目的灯光，更没有耀眼的明星大
腕，但那股齐聚一堂迎新年的热闹劲儿，一点儿不亚于
大型晚会。

“演出内容很丰富，还有互动抽奖，气氛很热烈，一
下子就有过年的感觉了！”村民多吉带着老婆孩子一起
来观看“村晚”，除了精彩的节目，广场上一排排整齐有
序的年货摊位也吸引了多吉一家人的目光。

在“村晚”精彩上演的同时，书法家正挥毫泼墨，将
真诚的祝福赋诸笔端，为村民们现场免费书写春联、送
祝福。村民们纷纷赶来，互相探讨着吉祥话的寓意，请
书法家写下美好的祝愿……一组组寓意吉祥美满的字
词跃然纸上，或长或短，寄托着村民们对新一年的期
许、对美好生活的信心满怀。 记者旦增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