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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山南市措美县，绿草如茵、

牛羊成群、风景宜人，巍峨雪山守护着

无垠的草原，广袤沃野映衬着辛勤群众

的笑脸。如今的措美，产业生机勃发、

环境优美宜居、收入不断提高，一幅业

兴、景美、人和、民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2024 年以来，措美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扛稳“粮袋子”保障粮食
安全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安

全，一头连着群众增收，是推进乡村振

兴、助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今年以来，措美县坚决扛稳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加大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采取

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排水等措施，

改善农田生产条件，提高农田产出率。

2024 年 ，措 美 县 投 入 370 余 万 元 实 施

1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 280 万元

实施 10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着力改善全

县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

同时，措美县以“种粮大户+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模式建立耕地有偿流转

行动，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

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此 外 ，措 美 县 扎 实 开 展 撂 荒 地 整

治，严守耕地红线。“我们‘拉网式’对全

县 14700 余亩耕地进行摸排登记，重点

调查耕地抛荒撂荒、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隐患点，并采取‘一荒一策’‘一闲

一策’‘一占一策’，有针对性进行整改，

340 余亩隐患地已全部播种。”错美县农

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副局长魏祥说。

端好“肉盘子”壮大牛羊
养殖

紧跟现代牧业发展步伐，措美县持

续推动牧业改革工作。在前期实施的哲

古牧业改革工作基础上，措美县加大投

入力度，通过“人、畜、草”生产资料入股

方式，组建农牧民经济组织合作社，推广

先进的养殖技术和设备，提高牧业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牧业经济收入。

从 2018年起，古堆乡扎西松多村统

筹利用强基惠民项目、县级村集体补助

等资金，先后投资 220万元实施“千只绵

羊繁殖基地”“百头牦牛繁育基地”两个

项目，并积极引进苏格绵羊、相达牦牛

等优质牲畜品种进行养殖；哲古镇的卡

珠家庭牧场养殖牛羊，销售牛肉干、牛

奶、酥油、奶渣等畜产品……

一 项 项 务 实 举 措 ，一 个 个 创 新 突

破，正不断促进畜牧业提质增效、发展

壮大，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哲

古镇哲古社区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基地

和古堆乡扎西松多短期育肥基地初显

成效，创收 390 万元，带动群众增收 288

万元。

今年年初，措美县投入 40余万元购

买接羔育幼动物疫病防控应急药物等

物资，投入 136.5 万元购买饲草饲料 440

余吨。同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

接羔育幼点开展技术指导及疫苗接种

工作。截至目前，全县新生仔畜 5.8 万

头（只）、仔畜成活 5.5 万头（只），成活率

94.2%，免疫率达到 100%。

鼓起“钱袋子”促进群众
增收

措美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 制 ，落 实 好 脱 贫 群 众“ 增 收 七 项 举

措”，全力拓宽增收致富门路，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今年以来，累

计兑现防返贫应急资金 3.5 万元，发放

慰问金 7.8 万元，产业分红 250 余万元。

上半年，全县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达到

10028元，增速达到 18.87%。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截至目前，

措 美 县 开 工 118 个 项 目 点 ，带 动 就 业

3100 余人，发放工资 333 万余元。“我家

就在附近，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回家

照顾家里的父母和孩子，又能拿到不

少的工资。”刚领到工资的旦增高兴地

说道。

落实惠农惠民政策，将党的温暖和

关怀及时送到千家万户。截至目前，措

美县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83.1 万元，

涉及面积 1 万亩、受益群众 1758 户；落

实 2024 年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资金 846

万元，涉及户数 2308 户；积极兑现合作

社和种粮大户的种子、化肥、农机购置

等各类补贴，带动群众增收。

提升“新颜值”打造和美
乡村

蓝天白云下，宽阔的道路向远方延

伸，崭新的藏式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村

民三五成群，在牧场照看牛羊、在广场

上锻炼身体、在夜幕中跳起锅庄……这

是卓德村群众生活的场景，也是措美县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面貌的缩影。

措美县落实《山南市打造“十乡百

村”实施方案》要求，卓德等 3 个村（社

区）被评选为农村人居环境“十乡百村”

示范村。

近年来，措美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坚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

倾斜，加大对农村“路、水、电、网”等投

入力度。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

重点，加快填平补齐农村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养老托育等基本公共服

务短板。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

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治理、户

厕改造、人畜分离以及村容村貌水平，

着力整治残垣断壁、破旧建筑、私搭乱

建等突出问题。完善村规民约，以党建

引领，积极开展“流动小红旗”“五美家

庭”评选活动等示范评选活动，引导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夯实生态宜居基础。

“我们将继续以乡村振兴为引领，

以发展乡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以

推进乡村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以深

化乡村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步伐。”措美县农业农村和科技水利局

局长肖志明说。

乡 村 蝶 变 画 卷 新
—山南市措美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通讯员 王利军

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日

前 ，洛 扎 县 委 宣 传 部 举 办 了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情 景 模 拟 对 话 ”比 赛 ，

吸 引 了 各 村（社 区）干 部 群 众 的 积 极

参与。

据悉，本次比赛创新性地融入了

多个贴近群众实际生活的情景模拟环

节，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还更紧密

联系群众的生产与日常生活，生动展

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

参 赛 队 伍 由 各 村（社 区）群 众 与

村 干 部 组 成“ 结 对 帮 学 ”组 合 ，围 绕

各 自 选 定 的 主 题 ，以“ 一 对 一 ”的 对

话 形 式 ，在 舞 台 上 展 开 了 一 场 场 激

烈 而 精 彩 的 语 言 艺 术 较 量 。 选 手 们

情 绪 饱 满 ，以 标 准 清 晰 的 发 音 、准 确

流 畅 且 自 然 的 语 言 表 达 ，生 动 演 绎

了 每 一 个 对 话 场 景 ，充 分 展 示 了 村

干 部 和 群 众 学 习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的新风采。

洛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达娃说：

“此次比赛旨在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大家查漏补缺、

共同进步，持续深化学习与应用，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这

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了

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此次比赛不仅

是一场语言的盛宴，更是文化融合与

进步的生动实践。”

本报泽当电（记 者 巴桑旺姆）近

日，乃东区乃东街道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作为核心政治任务，迅速

启动全方位学习宣传贯彻行动。确保

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见诸行动。

乃东街道将全会精神纳入干部必

修课程，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学习活

动，如党工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

等，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全会的重

大意义、精神实质及目标要求。同时，

开展交流研讨，促使学习成果转化为

工作动力，推动全会精神在乃东街道

内部走深走实。

乃东街道组建巾帼理论政策宣讲

志愿服务队，通过群众大会、电子屏、

微信群等多种渠道，深入基层宣讲全

会精神，确保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通

过生动讲解，激发群众理论热情，凝聚

发展共识，为乃东街道发展注入强大

精神动力。

乃 东 街 道 将 学 习 成 果 转 化 为 实

际 行 动 ，围 绕 群 众 关 切 ，扎 实 推 进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防 汛 减 灾 、乡 村 振

兴 等 重 点 工 作 ，切 实 解 决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 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

精 神 为 指 引 ，乃 东 街 道 干 部 职 工 矢

志 奉 献 ，用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党 的 初 心

使 命 ，推 动 乃 东 街 道 各 项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

本报泽当电（记 者 巴桑旺姆）近

日，乃东区滴新社区举行新型农机具

交付仪式。这一举措将为当地农业发

展注入动力，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推动农业向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

展，减轻群众秋收负担。

据悉，滴新社区农机合作社此次

共购置 10 台联合收割机，总投入资金

达 220 万元。其中，政策性补贴高达

91.7 万元，占比超过四成，合作社自筹

128.3 万元。这些新型农机具性能卓

越、操作便捷，能适应复杂的农田环境

和多样化农作物收割需求。

滴新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扎 西 多 吉

说 ：“ 以 前 村 里 农 机 设 备 稀 缺 ，收 费

高 昂 ，村 里 种 地 的 多 是 老 年 人 ，每 逢

耕 、种 、收 时 节 ，大 家 都 忧 心 忡 忡 。

自 从 合 作 社 有 了 自 己 的 机 械 ，帮 助

农 户 管 理 耕 地 ，不 仅 解 决 了 一 家 一

户 的 种 地 难 题 ，又 能 让 居 民 种 地 少

花 钱 ，充 分 发 挥 了 政 府 补 贴 农 机 的

惠民作用。”

近年来，滴新社区把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积极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出谋划

策，并争取各方支持。通过培育示范典

型，辐射带动更多合作社发展提升，让

支部领办合作社真正成为全社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有力助推器，为乡村

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赋予强大能量。

山南市加查县的核桃林历史悠久，

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核桃树就有 3600 余

株。在安绕镇嘎玉村的田间地头、房前

屋后，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比比皆

是，其核桃以皮薄、个大、肉嫩、肉满、肉

质香醇甜润而名声在外。

为了让千年核桃林这一资源禀赋

更好惠及群众增收致富，农行加查县

支行结合当地发展需要，先后向加查

县相关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1450 万

元，支持企业采购生产设备、扩大生产

规模，助推当地大力发展核桃油深加

工、苗圃培育、野生核桃采集等产业，

并依托农行“兴农商城”帮助其销售核

桃加工产品，带动当地 140 人实现增收

致富，相关企业还成功入选 2021 年自

治区级产业龙头企业和 2021 年扶贫产

业项目。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近年来，农行山南分行结合当地

实际，挖掘地方特色优势，提供多样化

金融服务，通过加大信贷资金供给力

度，优化金融服务品质，为本地特色产

业 发 展 壮 大 提 供 金 融 支 持 。 截 至 目

前，农行山南分行乡村产业贷款余额

达 53.98 亿元，较年初净增 10.03 亿元，

增长 22.8%。

在 助 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新 征 程

上，农行山南分行多维度探索乡村人才

振兴新路径，将“三农”人才“软实力”转

化为乡村振兴“强动力”，坚持以培养乡

村致富领路人为抓手，加大对乡村致富

领路人的信贷扶持。

山南市扎囊县的次仁金果制作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旦增赤列，从 17岁开始

学习制作藏式帽子（藏语称为“次仁金

果”），后来通过创办合作社为当地群众

提供 45 个就业岗位，每人每月能拿到

6000 至 15000 元工资。今年，农行山南

分行为其发放 700 万元贷款，为合作社

扩大生产规模添足马力。“金融扶持让

我们乡村产业大有可为，现在产能上去

了、订单也更多了，我们更有信心把民

族手工艺发展成为现代化产业！”旦增

赤列感慨道。

截至目前，农行山南分行各项县域

贷 款 余 额 达 206.5 亿 元 ，较 年 初 净 增

32.56 亿 元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达 103.4 亿

元，年内累计投放 43.47 亿元，较年初净

增 23.83 亿元，增速高于全行各项贷款

增速 11.3 个百分点。“下一步，我行将继

续聚焦‘三农’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支持区域优

势特色产业高质高效发展，守正创新、

因地制宜，努力把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做

得更好、做到最好。”农行山南分行负责

人表示。

近 日 ，共 青 团 山 南 市 委 组 织 山 南 市 91 名 学 生 和 10 名 带 队 老 师 赴 湖 北 开

展“石榴籽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鄂藏疆青少年民族团结融情交流夏令营

活动。

在为期 7 天的交流活动中，鄂藏疆青少年在湖北省武汉市，通过荆楚文化考

察、红色研学、科技实践教育、研学实践活动、主题队日等方式，共同感受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图为来自山南的学生正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

本报记者 巴桑旺姆 摄

近年来，山南市立足实际，充分利用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禀赋，全面统筹推进清洁能源发展规划，坚持前瞻性思

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搭建起清洁能源发展的“四梁八柱”，雅江中游清洁能源基地已初具规模。

在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过程中，山南市积极引入探索“牧光互补”复合模式。优化了光伏阵列的倾角、高度和间距，

在确保牧草生长有效光照的同时，还能减轻烈日大风对牧场和养殖动物的负面影响。通过“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

放羊”，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清洁能源发展、土地高效利用、群众增收致富的“多赢”局面。

图为山南市琼结县白那村的光伏阵列下，“光伏羊”正悠闲地觅食休憩。

本报记者 汪纯 摄

农行山南分行：

对接乡村所需 做好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丹增平措

牧光互补

立体增收

洛扎县

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情景模拟对话”比赛

乃东区乃东街道

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乃东区滴新社区

举行新型农机具交付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