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南市琼结县被国家乡村振兴局评为

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并被确定为自治区

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试点县；

山南市曲松县、错那市分别被评为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市）；

山南市 30个村（居）被自治区评为美丽

宜居示范村；

……

近年来，山南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政

策落实、责任落实、工作落实，以树文明新

风、改陈规陋习、建村规民约、兴优秀文化、

美村容村貌等“五项内容”为工作目标，充

分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改变农村面貌、

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努力让群众望得

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迈出坚实步伐，雅砻大地处处呈现出干

净整洁、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

全面部署 构筑乡村建设新格局

山南市制定出台《山南市乡村建设行

动实施方案》，到 2025 年力争建设 178 个美

丽宜居乡村，并以第三次国土调查及最新年

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县域为

单元对村庄布局进行分类，分批编制村庄规

划，其中：集聚提升类 153个、城郊融合类 77

个、特殊保护类 61 个、守土固边类 42 个、搬

迁撤并类 24个、保留改善类 213个。

山南市重点围绕“村庄污水管网、污水

处理厂、厕所、人畜分离、给排水、村内道路

硬化、河道治理、垃圾分类”等建设内容，从

2021 年开始，累计投入衔接资金 37.89 亿

元，实施 156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项目，目

前已完工 106 个，剩下的 50 个项目也已全

部开工，力争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宜

居宜业和美村庄样板村。

山南市加强资金统筹，除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外，还整合其他行业部门资金、政府

债券资金、援藏资金、群众自筹资金与本级

财政资金，集中力量对准一个村、一个点，

力争做一个成一个，切实打造成美丽宜居

乡村。

据了解，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

面，浪卡子县投入政府债券资金 1.48 亿元，

实施美丽宜居乡村、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

等项目 12 个；在措美县乃西村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上，乡村振兴领域投入资金 3400 万

元 ，并 引 导 市 县 宜 居 农 房 改 造 资 金 投 入

2700 万元、援藏资金投入 1700 万元对乃西

村进行整体打造提升；在错那市曲卓木乡

曲卓木村边境村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上，乡

村振兴领域投入资金 4500 万元，并引导援

藏资金投入 4700 万元、住建部门资金投入

1500万元打造美丽宜居旅游乡村。

此外，贡嘎县本级财政投入 490 万元、

乃东区本级财政投入 374万元、洛扎县本级

财政投入 1230 万元、隆子县本级财政投入

2991.7 万元、琼结县本级财政投入 3000 万

元用于人居环境整治补短板行动。据统

计，近两年来，山南市仅人居环境整治共计

投入资金约 5亿元，有力促进了全市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提档升级。

有颜有值 和美乡村蜕变展新颜

建设美丽中国，农村不应该缺席。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的深入实

施，山南市乡村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

“过去条件差，我们家的旱厕味道特别

大，总是臭烘烘的。”说到以前上厕所，桑日

县增期乡真措村村民扎西罗布频频摇头。

“自从改厕完成后，家里干净多了，没有臭

味，也没有苍蝇。”说起改厕带来的变化，扎

西罗布非常满意。

“十四五”以来，山南市严格按照《西藏

自治区“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

要求，全力推进农牧区户厕改造任务，稳步

提升农村户厕普及率，不断提高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目前，全市共

建成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56 座，覆盖 53 个

乡（镇）；建成 546个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覆盖率 97%；建成覆盖 2115 个自然

村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 90%；

建成 75个垃圾兑换超市。

同时，以生态、宜居、美丽的村貌推进

乡村建设，成立污水垃圾治理组、人畜分离

推进组、残垣断壁（私搭乱建）整治组、督查

组 4 个专项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出台政

策措施、完善工作制度、加强对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领导和

指导；建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四

级干部”包保监督机制，明确市、县、乡、村

四级干部工作职责，从项目前置手续办理、

开工建设、质量监督、资金拨付使用、群众

带动创收、项目竣工验收、后续管理等方面

发挥各级干部监督作用。

此外，山南市着力完善农牧区基础设

施建设，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截

至目前，全市累计拥有户用卫生厕所 6.27

万余座，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9%；累

计完成人畜分离 50166 户，完成率 80%；累

计设立生态岗位 29049 人，其中村庄保洁员

岗位 5109 人；累计投入衔接资金 79.5 亿元

实施项目 677个，极大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条件。全市新增硬化路面 583.4 公里、新增

水渠 899.5 公里、新增防洪堤 356.2 公里、保

护耕地面积 1.63 万亩，受益群众 47856 户

18.5万人。

善治善理 疏通工作脉络提效能

山南市持续开展乡村振兴督查检查工

作，深入一线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制

止、早处置，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麻烦。每年

开展两次督导考核，做到 85 个乡（镇）全覆

盖，乡（镇）督导检查不少于两个村，村（居）

督导检查不少于两户。

按照每周下乡不少于两天的要求，山

南市加强督导考评结果运用，在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党员干

部牢固树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

是退”的理念，争分夺秒抓整治、全力以赴

促整改，保持工作韧性与连续性，杜绝“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确保长效管理不松懈、

严抓共管不放松、清理彻底不反弹，在全市

范围掀起整治工作新高潮。

同时，引导农牧民群众树立“主人翁”

意识，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主动参与

环境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 7500 余次，动员基层党员干

部和群众 40 余万人次，累计清除残垣断壁

12196 处 、私 搭 乱 建 9396 处 、乱 堆 乱 放

16733 处，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1.7 万多吨、村

内沟渠 7400 余公里、河道（湖泊）7100 余公

里、村内淤泥 790 余吨，进村入户宣传 860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7.5万余份。

此外，山南市将农牧区人居环境治理

工 作 提 升 到 立 法 层 面 ，推 进 并 纳 入 各 年

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中 ，同 安 排 、同 部 署 、同 落 实 。 在 自 治 区

提 出 的“ 六 清 四 改 一 拆 除 ”基 础 上 ，山 南

市 各 县（区 、市）结 合 自 身 实 际 、积 极 探

索 ，创 造 出 接 地 气 、冒 热 气 、方 便 群 众 落

实 、便 于 监 督 检 查 的 工 作 机 制 与 做 法 。

扎 囊 县 首 创“3355”“10 小 进 农 家 ”工 作

法 ；琼 结 县 提 出“ 畜 粪 离 村 ”“ 周 一 二 五 ”

乡村清扫工作机制；曲松县以积分制、村

级微信群等方式，公开曝光不文明、不卫

生的农户。

田野绿意尽染、院落干净整洁、村民和

睦安宁……如今，穿行在雅砻大地，目之所

及处处如画，行之所至步步入景，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幸福生活蒸蒸日上。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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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得见山水 留得住乡愁
—山南市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武沛涛

五月的林芝天朗气清、美景如画。走进巴宜区百巴镇百巴村村

委会，人声鼎沸、笑语盈盈，村民们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和幸福，一派

欢乐祥和的景象。原来，村里正在进行村集体分红大会。

“村里的产业越来越红火，分红也越来越多，这让我感觉日子既

充实又有盼头！”拿到村集体经济分红资金的村民次旺尼玛激动地

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百巴村借助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优势，吸引了

众多投资者的目光。2022 年，松赞集团有意落户此地。百巴村党支

部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带领村民与企业谋求深度合作，达

成了“主动服务、长期受益”的共识，并提出“免收租金、减少落地成

本”的招商措施，最终成功促成松赞帐篷营地项目落户百巴村。

同年 7 月，双方合作的松赞帐篷营地项目正式运营。据了解，营

地打造了漂流、攀岩、徒步穿越等多个户外探险项目，形成了集生态

康养、藏乡休闲、户外探险为一体的旅游新业态。项目的落地运营

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使 37 名群众实现了就近就便就

业，平均月薪 4000 元以上，在有效缓解当地就业压力的同时，还带动

了百巴村集体经济快速增长。短短一年，百巴村集体经济收益从原

来的一年不足 4 万元提升至现在的 80 余万元，切实增强了村民的致

富信心。

百巴村与松赞集团的成功合作成为巴宜区实施村企联建的典

范。近年来，巴宜区积极引导各乡镇、村落创新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勇于创

新的精神，各乡镇因地制宜，陆续打造出各具特色的村集体经济产

业。其中，百巴镇联合 12 个村，组建成立了萨亟布实业有限公司；布

久乡深化联村共建发展模式，将全乡 10个村划分为 3个片区，以强村

帮带“小远弱”村发展，实现村集体经济连片发展；八一镇巴吉村打造

林芝市首家大型专业建材市场，每年为村集体带来收益 450万元。

数据显示，2023 年，巴宜区 75 个村（居）中，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有 21 个，其中，200 万元以上的有 6 个，呈现出整体提

升、健康发展、成果共享的良好局面。

“我在《文成公主》剧组参加演出快 12 年

了，在这些年我扮演过 11 个角色，最喜欢的

角色是扮演牧区家庭的母亲。回想 12 年前，

当时我在乡下务农，每天不是在地里干农

活，就是在家里做家务。现在好了，晚上参

加演出，每个月可以拿到 4000 多元工资，白

天还可以照料家里，日子过得特别安稳。 ”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慈觉林村村民德

吉高兴地说。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2013 年，拉萨市大力实施包括“文化兴

市”在内的六大发展战略，域上和美集团与

拉萨市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打造了《文成公

主》一剧。

《文成公主》大型史诗剧作为西藏文旅

扶贫的标杆项目，自 2013年 8月演出以来，实

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多年来，

作为项目运营的域上和美集团及相关各方

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持续的产业贡

献增强服务社会和造福民生的能力，努力以

演艺促发展、惠民生，有力促进了当地百姓

就业创业和多元增收，做到了“既富口袋、又

富脑袋”。

12 年来，域上和美集团始终以“优先解

决慈觉林村民就业，兼顾周边农牧民参与演

出运营”为出发点，在《文成公主》项目建设

期间，通过招募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雇

佣当地村民运输车辆、租用当地村民住宅等

方式，帮助慈觉林村创收 5000 万元以上；自

正式首演以来，剧组 95%以上的演职人员为

当地农牧民，仅演员部分就解决就业近 800

人。此外，项目运营还为 900 余名大中专返

乡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通过多渠道促进

就业创业，使当地群众完成了从单一务农创

收向服务业多元创收的转型，实现了增收致

富。如今，《文成公主》项目已成为拉萨文化

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经典案例。

2019 年，域上和美集团与拉萨市布达拉

旅游文化集团再次联合打造出品了《金城公

主》舞台剧，并于当年 8月在拉萨完成首演。

“我中专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慈觉林村，

通过专项技能培训，参与了《文成公主》大型

史诗剧、《金城公主》舞台剧演出，现在负责维持演出现场秩序等工

作，在演出旺季，每月可领取 8000 元工资，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28

岁的慈觉林村村民热琼告诉记者。

域上和美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文成公主》大型史诗

剧已经进入第十二个演出季，《金城公主》舞台剧也进入到第六个演

出季，他们将在保持以往高品质的基础上，继续对剧目进行提升和

优化，比如，让舞台效果更加饱满，在数字技术应用上更加前沿，在

服装道具上力求精美等。同时，为让参演的当地农牧民进一步融入

剧情，聘请了专业的老师从文化、演技、语言、舞蹈等多方面开展培

训，力争让每一名演员在充分理解剧目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用饱满

的热情和澎湃的激情参与演出。

“今年，《文成公主》实景剧演出已于 3 月 12 日正式启动，将一直

持续到年底；《金城公主》舞台剧增加了白天演出场次，与《文成公

主》一道，共同助力拉萨构建全时全季旅游格局。”域上和美集团相

关负责人说，为增强游客夜间旅游体验，今年在《文成公主》剧场外额

外增加了巡街和锅庄舞互动表演。另外，还将在拉萨打造一台以著名

探险巨著《藏地密码》为 IP的新型沉浸式旅游演艺，项目落成后，将进

一步丰富拉萨市的文旅演艺产品供给，为拉萨市八廓古城区增加文化

活态表达的新消费场景。

《文成公主》项目启动运营以来，域上和美集团通过文化旅游全

产业体系打造，在区域周边形成了要素齐备的旅游配套，通过搭建

共生、共享、共创的乡村振兴生态系统，带动慈觉林村及周边村民、

部分市民走出了一条“全业、全民”的特色旅游发展道路。通过“产

业带村”“智志双扶”等创新探索与实践，使慈觉林村片区及周边从

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村庄，逐步转型升级为以文旅产业带动多

元经济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区，第三产业实现了“从 0 到 1”的拓荒式发

展，重塑了产业结构，带动了经济活力。目前，项目所在的慈觉林片

区已成为拉萨文旅产业聚集发展高地，村民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

彻底转变，项目的运营与发展为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的产

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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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巴宜区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

多点开花，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图为山南市贡嘎县江塘镇江塘村人居环境整治前后对比照。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近年来，林芝市朗县洞嘎镇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为目标，以

卓村为重点先行先试，着力在拓宽村集体

经济增收渠道上下功夫、在增收手段上出

实招，不断引领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卓村在先行先试中勇于创新，依托全

国文明村的良好基础，整合现有的庭院经

济、响箭场等资源，深度开发并发展民俗

体验游，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目前，该村游客服务中心已聘请 8 名

本村群众负责接待自驾游团队，进行民俗

文化讲解以及响箭射击示范；从 2023 年 3

月至今，已接待自驾游团队 11 批 350 人，助

推村集体实现净利润 6 万余元，农特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 4.5万元。

图①：游客在选购土特产。

图②：卓村群众变身游客服务中心讲

解员。 本报记者 谢筱纯 摄

美丽乡村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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