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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公堂乡群众的生活，羡慕了
沿着干净整洁的道路，记者来到了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悠扬的琴声回荡在半空，老人们三五成群晒着太阳、聊着

天……还有几名群众正在打羽毛球。近年来，蔡公堂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生态资源，立足自身区域特点和村居产
业发展布局，多产业发展，不断壮大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强村富民之路。

蔡公堂的发展变化，是我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家乡的发展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景，还享受
到了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一曲曲催人奋进的乡村产业振兴“交响曲”也在这里奏响。 文/图 记者 次吉 旦增玉珍

蔡公堂乡人民政府成立于 1984
年，2018 年撤乡设街道。辖区面积
190平方公里，下辖白定村、蔡村、公堂
村、香嘎村、恩惠苑社区，常住人口
4703 户，6603 人。对于农村，很多人
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交通闭塞
落后、购买物资不便”等，但在如今的
蔡公堂，这些都不存在。

长期以来，蔡公堂街道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村庄规划，加强环
境整治，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弘扬文明
新风，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22
年30670.98元增长到2023年35038.28
元；路网、垃圾处理网、污水处理网等
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不少年轻人
也向家乡奔来，有在集体经济就业的，
有回来创业的，甚至很多其他市地与
区外的人来此打工或做生意。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
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
育、科技、生活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
的提升。如今走在蔡公堂街道各村
居，群众安居乐业，闲暇时间相约去练
琴、读书、运动，每逢节假日大家从观
众变成“演员”，大家纷纷表示很满意
如今的生活。

蔡公堂街道的变化只是西藏乡村
振兴进程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我
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乡村振兴
改变了农村的模样，让群众的生活越
来越丰富多彩，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
高，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其乐融
融、幸福美满的生活是村里每家每户
的“标配”。

“走走走，我带你看看我的家。要说如今
的发展变化，三言两语说不完，先进来坐一会
儿吧！”蔡公堂街道白定村村民扎桑热情地将
记者迎进家门。桌子上摆满了风干肉和各类
饮品，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藏式木榻上，感觉特
别温馨。“以前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搬出危
房，更没想过会住上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但
是现在这些全都变成真的了！”说起蔡公堂街
道的发展变化，原先以种植大棚蔬菜为生计
的扎桑感慨万千。

蔡公堂街道以前是拉萨市城关区最大的
农业乡，自发展城郊经济以来，街道的发展变

化肉眼可见。农民离土不离乡，必然要求城
乡统筹建设发展，相应地带来了农村现代化
基础设施建设的旺盛需求。“如今道路干净整
洁，交通便利，公交线路也多，变化太大了。
以前我们喝的都是山泉水，我十几岁时，每天
要走3、4公里路去打水，现在有了自来水，多
方便。”白定村村民索朗普琼说。

走在蔡公堂街道，路面干净整洁、交通四
通八达，错落有序的藏式小别院、随处可见的
绿化，路网、供水网、供电网、通讯管网、垃圾
处理网、污水处理网以及公共文化设施等基
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基础设施好了，精神文化生活也要丰富
起来。蔡公堂街道通过开设图书室、组织羽
毛球比赛、开展书法教学活动等方式，极力
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到社区
看看书、学学乐器、打打球成了当地群众生
活新风尚。居民索朗普琼平时除了参加书
法教学活动外，还在练习扎木念（藏式弹奏
乐器）。“街道办请了专业的老师教居民扎木
念、扬琴、朗玛堆谐等，大家可以按兴趣选
择。节假日我们还会登台演出，不花一分钱
就能学习到一个技能，大家都非常开心。”索
朗普琼说。

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住上好房过上了好日子

今年64岁的扎桑，家中共有13口人，原先
是白定村里的贫困户。2016年脱贫后，她申
请改造资金，重建了现在居住的房子。“我们
家里人口多，吃住行都不方便。后来，政府帮
我们出了8万元，我们自己出了5万元才有了
现在这个舒适的大房子。没想到我能赶上好
政策，住上这么舒适的大房子。”扎桑说。

在好政策的扶持下，扎桑家不仅实现了
“安居”，“乐业”也没落下。几年前，扎桑的大
儿子多吉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失去了原
本的工作，村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便给
多吉在村委会安排了工作。工作地点离家
近，工资待遇也不错，这让扎桑很欣慰。“我们

一家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住上了这么好的房
子，我们自己也会勤奋努力，将日子过得越来
越红火。”自从有了新房，扎桑对未来幸福生
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们街道从2010年开始实施危房改造
项目，今年评估后预计还有3户要改造。”蔡公
堂街道分管负责人德吉卓嘎说。从“危房”到

“新楼房”，从种植蔬菜、仅仅只能自足到儿女
们都实现就业，扎桑一家借乡村振兴的东风，
搬进了新房子，有了稳定收入，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在蔡公堂街道并不是个
例，蔡公堂许多村民都是政策福利的受益
者。走在蔡公堂辖区，一栋栋“小洋楼”整齐

划一地排列着，房前屋后空旷整洁，亮堂堂的
大居室让家家户户的“硬件”条件焕然一新，
呈现出一派“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的和
谐景象。

记者了解到，如今，村民每年缴纳定额
养老和医疗保险，就能在 60 岁后按月领取
养老金，住院医保报销按照缴费最高档次
能达到90%。“为了切实做好辖区领取养老
金资格认证工作，把更高效便捷的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我们街道各村居组织开展养
老认证志愿服务活动，确保辖区老年人及
时足额领取到养老金。”蔡公堂街道工作人
员旦增曲珍说。

游子坚定了回乡的步伐

家乡的“美丽蜕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青壮年返乡创业，他们中有在大城市打拼后
返乡的，有毕业就留在家乡贡献力量的，而
更多的是看好家乡发展选择留下的，今年31
岁的蔡村村民降拥与大学生旦增桑旦就是
其中一员。

2023年4月，蔡公堂街道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了一家3D打印建筑企业——盈彩公司，6
月份落地运营。降拥当即决定入职，同年7月
开始在这里上班。他告诉记者，以前觉得离
开家乡外出务工才会有发展，但是这几年国
家政策好，家乡发展日新月异，留下来可以实
现打工挣钱、照顾家庭两不误。“这几年家乡
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房屋与基础设施上，在产
业发展等方面，更是能够让村民留得住，并且
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致富。感谢党的好政策，
我很满意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降拥说。

记者了解到，盈彩公司以拉萨3D打印建
筑为主，自投产以来，产值达120余万元，盈利
率为30%。公司的成立，为辖区群众提供了
就业机会，带动辖区群众共赴致富路。“以前
村里的增收途径比较单一，而彩盈公司的成
立不仅带动了辖区群众增收，也为实现辖区
群众就近就便就业作出了贡献。截至目前，
公司已解决辖区39人就业问题。”蔡村第一书
记、蔡村警务室警长熊杰告诉记者。

有人说，农牧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将主
角的戏唱好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也就水到
渠成了。如今在蔡公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留在这里，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我是家乡发展变化的亲历者，家中长辈
更是。我选择留在这里，家里人也是很支持
的，也希望更多年轻人留在家乡，参与家乡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旦增桑旦说。

记者手记

3D打印建成的办公室。

村民扎桑家村民扎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