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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秀 的 年 轻 干 部 是 助 力 乡 村 发 展 的“ 最 大 增

量”，选派干部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今

年，昌都市 5032 名干部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奔赴生机

勃勃的藏东大地，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汲取知识，

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这些优秀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立足村情实际，找准发展定位，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

为民办事方能赢得民心

这段日子，昌都市八宿县郭庆乡觉尼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王超异常忙碌。自入驻觉尼村

以来，王超与队员们以“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为契

机，挨家挨户上门详细了解村民们的生活现状。

觉尼村平均海拔 4455 米，距八宿县城 180 公里，

是一个纯牧业村。面对语言沟通障碍，起初，王超觉

得：“太难了！虽然有队友帮忙翻译，但很难与群众

有交心的感觉。”

万事开头难。王超一边鼓励自己，一边极力做

好准备工作。他将入户上门需要了解的内容提前记

录下来，再根据入户的情况补充修改。没过几天，他

的笔记本上已密密麻麻记满了觉尼村各户的家庭基

本情况、牦牛存栏、学生入学、在外打工人员等内容。

六月底，觉尼村遭遇强降雨，村民泽伦家的牛棚

棚顶坍塌。得知消息后，王超立即协同驻村工作队

队员和村“两委”前往泽伦家查看情况。发现大雨导

致墙体裂缝加宽，钢梁与墙体固定处松动，棚顶整体

稳定性降低导致棚顶坍塌。

和大家商量后，王超立刻组织全村党员干部，不

顾寒冷和泥泞，立刻投入到救灾减灾工作中。抢修

完成后，王超一边安慰村民，一边承诺等维修材料到

位后，会继续组织党员干部帮忙修复牛棚，以此让村

民放心。

经过近 2 个多月的相处，王超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付出，不仅帮助村民解决了实际问题，还与村民们建

立了深厚的情谊，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产业振兴激活内生动力

7 月的昌都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也是耍

坝子的好时节。一有空闲，人们便三五成群，驱车前

往城市周边，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7 月 6 日，阳光明媚，卡若区俄洛镇朱古村康多

卡洒咧营地正式营业。一大早，营地便迎来了第一

批客人。

“ 最 近 天 气 很 好 ，我 们 几 家 人 就 约 着 出 来 玩 。

路过这里发现环境很好，就进来看看。看到这里设

施完善，收费也相对合理，就定在这里了。”顾客杨

文花说。

很快，营地的停车场便陆陆续续停满了车。一

些顾客是在抖音上看到这个地方慕名而来。

朱古村位于卡若区俄洛镇南陲，国道 317 线贯穿

全村。朱古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利用辖内山体雄峻、植被茂密、草场丰美的自然

资源优势和离昌都城区较近、国道 317 线贯穿全村的

交通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努力将村子打造成

昌都市民节假日首选的休闲去处。

朱古村康多卡酒咧营地占地面积 30 亩，是朱古

村重要的集体经济之一。为提升营地的基础设施服

务水平，2022年，村里整合 280万余元资金，新建木屋

4 座、围栏、围墙、帐篷架子 10 座，西尼雄自然村道路

硬化 1.25公里。

“营业之前，我们鼓励每一位村民做康多卡酒咧

营地的宣传员，通过微信、抖音等发布视频，吸引周

边群众来这里玩。我们共有 4 间木屋和 4 个藏式帐

篷，租借费用在 150 元到 200 元不等。今天上午已经

租出去了 2 个木屋、3 个帐篷，效果还不错。”朱古村

驻村工作队队员米玛说。

为了保障营地的正常运营，米玛告诉记者，开业

前，驻村工作队召开了村民大会，对愿意参与到营地

经营的村民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现在

除了驻村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带队值班外，每天有 2

名村民来营地工作。

对于未来，米玛心里早有打算，“目前，餐饮方面

我们只有饺子、面条等简餐，之后我想根据营业情况

增加餐饮的多样性，把村里参与过厨师培训的村民

招进来，预计每年可增收 10余万元。”

强化自身建强战斗堡垒

驻村工作总、副领队是驻村工作的“领头雁”。

为帮助第十三批驻村干部明确目标任务、理清工作

思路、提升干事本领，6 月初，昌都市举办第十三批

驻村干部重点培训。昌都市县驻村办负责同志、第

十三批驻村工作总副领队、驻村工作队长等 140 余

人参加。

近年来，昌都市根据“自治区示范培训、市地重

点培训、县区普遍培训、乡镇（街道）兜底培训、援藏

补充培训”要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邀请组

织、政法、乡村振兴等部门专家教授和业务骨干，采

取理论授课、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方式，开展全覆

盖培训，帮助选派干部理清工作思路、掌握工作方

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忠诚担当。

7 月 10 日，为期 12 天的昌都市驻村干部履职能

力提升专题培训在重庆圆满结业，昌都市驻村办和

第十三批驻村干部共计 40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学员们利用晚上的课余时间进行了 3 场

研讨交流，大家结合驻村工作实际，说工作困惑、谈

培训心得、聊下步计划，积极分享本村（社区）在帮带

提升“两委”履职能力、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助力群众

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实现了

思想认识大碰撞、工作方法大交流、工作理念大研

讨，增强了干事本领、提升了履职能力。

“ 通 过 学 习 ，不 仅 提 升 了 对 基 层 治 理 、乡 村 振

兴、‘三会一课’等方面的认知，还有机会与各位参

训同学进行经验交流，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

会。我会把这次的学习成果运用到日后的工作中，

为助推全市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完成培训

学习后，丁青县当堆乡当堆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景焕

表示。

未来之路，光芒万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5032

名驻村干部将继续扎根一线，视群众为亲人，用时不

我待的干劲、闯劲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智

慧为笔，以汗水为墨，奋力描绘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以实干耕耘希望的田野
—昌都市选派干部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本报巴宜电（记者 胡文 通讯员 钱

加典）近年来，林芝市朗县着力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深入挖

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建设一批特色

鲜明、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非遗工坊，

实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朗县拉多乡苏卡药香制作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于今年年初被认定为首批自治

区级非遗工坊示范点。近年来，苏卡药

香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了较

好作用，2023 年以来，合作社总收入达

160万元，累计带动群众 40户，吸纳就业

300余人次，户均增收8000余元。

今年，朗县文化和旅游局先后为

巴尔曲德寺藏香制作工坊、朗镇马包

制作工坊、金东藏纸制作工坊挂牌，推

动县级非遗工坊成为乡村人才展艺兴

业的平台。

朗县文化和旅游局非遗相关工作

人员拉姆告诉记者：“推动非遗工坊建

设旨在保护和传承朗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同时，致力于建立稳定、长效的非

遗工坊运行机制，引导和督促非遗工

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帮助朗县广大

群众学习传统技艺，提高内生动力，促

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朗县拥有自治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5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项。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朗县将持续推动非

遗工坊建设，有效激发非遗产业的内

生动力，让非遗助力乡村振兴，为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朗县着力推进非遗工坊建设

本报日土电（记者 温凯 永青）近

年来，阿里地区日土县把发展农牧民

专业合作社作为重要工作，制定可持

续、制度化管理制度，加强各类资源统

筹，优化农牧业生产相关业务办理流

程，加大对合作社社员及农牧民群众

的专业生产技能培训力度，组织开展

外出学习参观实践，就“建、管、销”等

向优秀合作社学习，全力推动村集体

经济提质增效。

2023年，日土县先后投入 2.5亿元，

实施了 38 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项目，截至目前，

已完工 30个。与此同时，日土县多措并

举落实就业政策，让更多人在项目建

设、企业、政府购买岗位等多个领域实

现就业。截至目前，推动全县脱贫人口

实现稳定就业 185 人，创收 662.8 万余

元；实现脱贫人口外出务工 411人，增收

753万余元；为 263名脱贫人口解决生态

岗位，兑现工资 132.4万余元；29名脱贫

群众接受技能培训，培训后实现就业 11

人，月收入 1850 元至 3000 元不等，共计

增收 15.16 万元。此外，日土县扶贫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把 2023 年 全 年 纯 收 入 的

30％作为产业分红资金兑现给脱贫群

众及易返贫监测对象，极大地提升了农

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兴产业 促增收

日土县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盛 夏 时 节 ，万 物 并 秀 。 走 在 阿 里

地 区 日 土 县 日 土 镇 热 角 村 ，院 落 里 、

街道旁，一棵棵新栽的班公柳错落有

致、迎风挺立，小村庄里绿意盎然。

班公柳因生长在班公湖周边而得

名 ，是 日 土 县 独 有 的 树 种 ，有 着 几 千

年的生长历史，特别是在热角村下曲

龙 组 ，现 存 最 古 老 的 一 棵 班 公 柳 ，树

龄 200 余年，热角村也因此享有“班公

柳之乡”的美誉。

近 年 来 ，热 角 村 持 续 推 动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苗圃产业发展经营模式，通过党支部

管 引 领 、合 作 社 主 销 售 、农 户 管 生 产

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班公柳苗圃基

地 ，既 保 护 了 环 境 ，也 让 群 众 的 腰 包

鼓 了 起 来 ，村 民 不 离 土 、不 出 村 就 能

增收致富，可谓是走出了一条绿色发

展路子。

“班公柳有耐高寒、耐干旱、成活

率 高 的 特 点 ，这 对 于 高 寒 缺 氧 、干 旱

少雨的雪域高原来说，无疑是美化亮

化、国土绿化的首选树种。”热角村驻

村第一书记成康说，“这些年来，随着

‘两山’理念深入人心，各地都掀起了

种树热潮，这让我们村的班公柳苗木

产业发展更是蒸蒸日上。”

据 了 解 ，起 初 热 角 村 班 公 柳 苗 圃

基 地 规 模 较 小 ，在 日 土 县 委 、县 政 府

及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与支持下，苗圃

基 地 不 断 发 展 扩 大 ，2022 年 ，政 府 投

资 1800 万 元 建 设 了 3 座 育 苗 温 室 大

棚。截至目前，苗圃基地累计总投资

已 超 过 2000 余 万 元 ，热 角 村 643 名 村

民 以 每 人 100 株 树 苗 参 与 入 股 ，入 股

率达 100%，苗圃面积达 2500 余亩。

“现在正是苗圃育苗季节，我在基

地 负 责 种 植 苗 木 、浇 水 及 养 护 的 工

作，每天有 260 元工资，到年底还能领

到 分 红 ，这 日 子 真 是 越 过 越 有 盼 头

了！”村民德庆群培开心地说。

热角村班公柳苗圃基地带来的收

益 让 群 众 尝 到 了“ 甜 头 ”、看 到 了 希

望。现在，大家对发展班公柳苗圃产

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种植管护好

集体苗圃的同时，还利用自家房前屋

后等地发展个人苗圃。

“ 这 些 班 公 柳 是 我 们 家 今 年 春 天

刚栽植的，几乎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

都 有 ，现 在 到 处 都 是 郁 郁 葱 葱 的 ，不

仅美化了环境，还能实现苗圃基地和

村 民 双 增 收 。”正 在 给 班 公 柳 浇 水 的

个体种植户格桑赤来说。

在 热 角 村 ，像 格 桑 赤 来 家 一 样 个

体种植班公柳苗木来增加经济收入的

群 众 不 在 少 数 。 成 康 介 绍 ，目 前 ，全

村利用自家房前屋后开展班公柳种植

的就有 192 户。

“ 我 们 村 里 的 班 公 柳 苗 木 不 仅 销

往 阿 里 各 地 ，还 能 远 销 日 喀 则 、那 曲

和 新 疆 等 地 ，今 年 ，苗 圃 基 地 销 售 班

公 柳 51.4 万 株 ，创 收 271.3 万 元 ，个 体

种植户销售班公柳 8.19 万株，创收 94

万 余 元 ，总 销 售 额 达 365 万 余 元 。”成

康对记者说。

种植班公柳带来的好处不只眼前

的“ 经 济 账 ”，更 有 长 远 的“ 生 态 账 ”。

今年 61 岁的村民其美平措是土生土长

的热角村人，说起近些年村里的变化，

他 自 豪 地 说 ：“ 以 前 一 刮 风 沙 子 满 天

飞，村里灰尘很大。这几年树多了，我

们村子的环境变好了，空气也湿润多

了，村里还办起了‘牧家乐’，来我们村

过林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下 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建班公柳苗圃产

业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国 土 绿 化 面 积 ，力

争建成万亩柳林，积极探索班公柳制

品 ，带 动 特 色 旅 游 发 展 ，将 班 公 柳 产

业打造成能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致富的

主 导 产 业 ，同 时 吸 引 更 多 人 到‘ 牧 家

乐 ’旅 游 度 假 ，不 断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成康话语坚定、信心十足。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自第十三

批干部驻村工作轮换以来，昌都市八

宿县拉根乡围绕驻村工作“五项重点

任务”，紧盯驻村干部教育管理，持续

拧紧“五根链条”，推动驻村工作队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关键期强担当、重实干、善作

为，为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拉 根 乡 坚 持“ 以 老 带 新 ”工 作 原

则，拧紧“帮带链条”，采取乡、村干部

相互帮带、新老队员面对面交接的方

式，帮助第十三批驻村干部理清岗位

职责、明确重点任务，坚决杜绝出现工

作“盲点”“空白点”；指导新进驻干部

召开好第一次驻村工作会议，协助制

定工作计划，带领队员开展入户走访，

推动新进驻干部快速度过“适应期”，

尽快进入角色、展现作为。

举办驻村干部业务培训班，拧紧

“培训链条”，精准设计培训课程，邀请

乡级行业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重

点 围 绕 党 纪 学 习 、基 层 党 建 、惠 民 政

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内容，对进驻干

部进行集中培训。同时，利用各级各

类培训、会议、夜间大讲堂等组织驻村

干部开展集中学习 20 余次，有效破解

新轮换驻村干部“不会干”等难题。

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带动作

用，建立健全临时党支部成员包片负责

机制，拧紧“任务链条”，组织临时党支部

成员到村帮助驻村干部理清当前工作重

点，协助村“两委”完善村居发展规划，及

时制定驻村工作计划和年度任务清单16

份；全覆盖开展“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

活动，聚焦共性需求、聚力遗留问题，提

升队员“向心力”，积极借助各方资金、技

术、信息等方面资源优势，形成工作合

力，帮助协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主动对接拉根乡党委、政府，精准

制定管理措施，拧紧“管理链条”，着力

构建党委属地统管、临时党支部全面

直管、驻村工作队具体协管的责任体

系，确保临时党支部管理有实权、有底

气、有效能；组织学习驻村干部管理办

法、驻村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精神，绷

紧“制度弦”，对驻村干部在岗在位、作

用发挥、廉洁自律等进行督导检查，综

合运用通报、提醒谈话等措施处理问

题干部，形成警示。

坚 持 用 心 用 情 关 心 关 爱 驻 村 干

部，拧紧“关爱链条”，采取组织召开推

进会、工作列会、调度会的形式，定期

听取驻村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分析研

判现阶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对

接派驻单位定期到村看望指导工作，

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真正解决驻村干

部后顾之忧，增强“认同感”，调动干事

创 业 主 动 性 、积 极 性 ，让 干 部 安 心 驻

村、用心干事。

“班公柳之乡”——日土县热角村：

苗圃产业兴 村民腰包鼓
本报记者 永青 温凯

强担当 重实干 善作为

八宿县拉根乡扎实推进驻村干部教育管理和服务

绿意盎然的热角村。 本报通讯员 格桑顿珠 本报记者 永青 摄

觉尼村党员干部帮村民维修牛棚。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近年来，日喀则市萨迦县吉定镇德吉林村坚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全面盘活闲置资源，鼓励群众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西瓜、萝卜等经济作物，努

力以“小果园”“小菜园”带动经济发展。

据了解，德吉林村庭院经济项目总投资达 180 万元，实施面积总计 56.08 亩，项

目覆盖德吉林村脱贫群众 146 户 584 名。自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带动创业就业约

260人次。

图为德吉林村工作人员在查看作物长势。

本报通讯员 次旺伦珠 本报记者 索朗旺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