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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泽当电（记者 巴桑旺姆）日

前，记者从山南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近年来，山南错那市严格遵循“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通过实施

县级干部定点帮扶防返贫监测户工作

机制，构建“1+N”防返贫帮扶机制，确

保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创新实施“教育一揽子”政策，确

保“5 个 100%”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同

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市人民医院和

藏医院先后创成二乙综合医院、一级

甲等民族医院，为群众提供了更为优

质的医疗服务；率先在全区高海拔县

城、乡镇实现集中供暖、供氧全覆盖，

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的“五大保险”

参保率达到 100%；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推动农牧产业、旅游服务产业、清

洁能源产业和民族手工业等多元发

展 ，近 三 年 来 ，产 业 带 动 群 众 就 业

1133 人 次 ，就 业 创 收 1000 万 余 元 。

2023 年，错那市接待游客 77552 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3909.4万元。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长期以

来，那曲市色尼区坚持从“三农”工作

大局出发，牢记为民服务根本宗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提效，统筹

抓好基层组织基础提升和服务体系

建设，推动“四位一体”供销综合改革

跃上新台阶，为推动西藏最高海拔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市的“首善

之区”建设添砖加瓦。

针对各乡镇“一乡一社”或“一村

一合”实际运营情况开展调研，初步形

成保供商业体系建设方案，为下一步

乡镇基层供销合作社和牦牛绒收购具

体建设工作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坚实基

础。为加快推进社有企业发展壮大，

2023 年，色尼区多次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基层考察调研，初步拟定编制 3个申

报项目的可研报告，目前，乡（镇）果蔬

配送项目的可研报告已经完成。

为 夯 实 业 务 能 力 ，提 升 专 业 技

能，组织辖内 10 余家农牧民合作社的

数十名员工参加“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整体推进”培训活动，并带领第三

方培训机构前往 4 家农牧民合作社开

展现场指导，促进电子商务进农村整

体推进；组织供销合作社负责人和工

作人员参加各地县级社和基层社示

范班培训学习，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的

建站运营能力和水平。

同时，依托数字乡村建设为“四

位一体”改革赋能，以数字化服务生

产、供销、信用合作，打通数据壁垒，

实现部门与生产经营主体、生产者与

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互，持续协助完

善上级数字乡村平台信息，着力提升

平台运营管理能力，组织人员参与上

级组织培训，为搭建地方特色应用场

景打下基础。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洛桑旦增 达

珍）近年来，阿里地区札达县农业农村

局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

强度投入、高水平管理”的原则，在建

设高标准农田、打好粮食生产“主动

仗”上立足本职、服务大局，探索出了

一条建设高标准农田的特色路径，建

设成效得到上级行业部门和农民群

众广泛认可，为阿里地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工作树立了新标杆。

据了解，札达县按照“多个水渠

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

的工作模式统筹各类资金，先后筹备

高标准农田配套渠系设施建设项目 9

个，总投资 6169.75 万元。目前，已完

成项目建设 5 个，完成投资 1826.79 万

元。项目的建成有效解决了当地群

众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为提高粮食生

产能力奠定了基础。

同时，制定培训方案，申报农田

建设培训专项经费。通过实施农田

建设培训，提升农田土壤改良、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农田灌溉等技术，切

实增强农民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认

识和参与度。

札达县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有效改善了农田的耕作层，提高

了耕地质量，解决了 5 个乡镇农田散、

小、灌溉难等问题，粮食亩产量从原

来的 430 斤增产到现在的 454 斤，充分

体现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拉萨市墨竹工

卡县日多乡走访。漫步日多乡怎村乡

野村头，一幅美丽乡村图景跃然眼前，

整个村落整洁干净、宁静祥和，处处洋

溢着新时代小康村的浓厚氛围。

走进怎村哈姆组，“美丽乡村·幸福

家园”示范点的牌子格外醒目，整洁的

乡村道路如同丝带般蜿蜒伸展，路旁的

花朵绽放着绚丽的色彩，青山绿水间弥

漫着清新的气息。“毛主席的光辉，嘎拉

呀兮咯若，照到了雪山上，一拉将把咯

若啊……”在自家院子里哼着小曲的索

朗塔杰老人正捻着羊毛，见到记者到

来，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热情相迎。

索朗塔杰一家如今居住着两层宽敞明

亮的安居楼房，屋内冰箱、电视机、电饭

锅、藏式家具等一应俱全。“自从马路通

到家门口后，我们去县城和拉萨就更方

便了，生活条件一天天改善，村庄也变

得越来越美。”索朗塔杰充满感激地说，

“以前住房条件较差，每逢雨季时常漏

雨且不安全，小孩子也上不了幼儿园。

如今好了，党和政府不仅给我们盖了宽

敞明亮的住房，还新建了幼儿园，家家

户户通电、通水，孩子上学不愁，真心感

谢党和政府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牛奶一桶50元、奶渣一串20元……”

记者在日多乡念村村头见到村民卡宗正

向几名游客售卖奶制品。

卡宗是纯牧民，家里养了 40多头牦

牛。“以前，我们村的路不好走，到处是

坑坑洼洼的土路，来旅游的人很少。近

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支持下，各

方面变化特别大，村道不仅直通国道

318 线和拉林高速公路，还铺上了柏油

路，游客也渐渐多了起来。随着旅游服

务业的兴起，自 2020 年开始，我和丈夫

便做起了奶制品生意。由于我家的奶

制品口感好、品质高，很受游客喜欢，一

些前往思金拉错景点和林芝方向的游

客还专程来我这里购买呢！现在一年

有 8万多元的收入。”健谈的卡宗告诉记

者，她对如今的好日子十分满意。

采 访 完 卡 宗 后 ，记 者 又 返 回 了 怎

村，来到了怎村幼儿园，见到了保育员

索朗曲珍。索朗曲珍是怎村哈姆组村

民，前些年成家后，不久便有了第一个

孩子。“当时，由于经济困难，一直没有

属于自己的住房，一家三口只能回娘

家 跟 父 母 挤 在 一 起 。”索 朗 曲 珍 回 忆

说。后来，在党的好政策下，哈姆组被

列入了“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建设示

范点，发展变化也随之而来。如今，索

朗曲珍一家不仅有了自己的新房，还

迎来了她们的第二个女儿。“我在幼儿

园上班，月工资 4500 元，收入稳定，丈

夫靠放牧挣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言谈中，索朗曲珍对党和政

府充满了感激。

提到幼儿园，索朗曲珍十分兴奋。

自从在这里上班后，她已把这里当成自

己的家。“我们村海拔高，冬天十分寒

冷，但搭建了阳光棚的幼儿园里始终是

暖暖的，再苦也不能苦孩子。”担负着孩

童保育工作的索朗曲珍乐呵呵地说。

墨竹工卡县日多乡人大主席旦增

措姆告诉记者：“日多乡是纯牧业乡，以

前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出行

一般靠步行或骑马，去一趟县里就需要

两三天。近年来，随着发展进程不断加

快，日多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

民群众随着收入增加，纷纷购买了小轿

车，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居民开办了小茶

馆、商店、旅馆、蔬菜水果店等。如今，

百姓的生活用品在乡里就能买到，全乡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3.5万元。”

索朗塔杰、卡宗、索朗曲珍的幸福

生 活 仅 是 日 多 乡 发 展 变 化 的 一 个 缩

影。接下来，日多乡农牧民将继续在乡

村振兴的大道上奋力奔跑、不断向前。

前不久，快递员巴桑驾驶的邮车抵

达了山南市加查县坝乡秋巴村。

“我经常网购，这次包裹里装的是

我给妈妈买的护肤品，没想到现在在家

门口就能收到快递。”从巴桑手中接过

包裹，秋巴村村民顿珠多吉兴奋地说。

秋巴村海拔超过 4500 米，距离县城

近 100 公里。过去，高额的物流成本制

约着民营快递公司进村入户，农牧民群

众取网购商品必须前往县城，每件快递

到手至少需要 10天，费时又费力。

今年以来，加查县将“快递进村难”

提上议事日程，痛下决心、主动改革、统

筹资源、加压推进，从根上解决群众的

“心头难”。利用邮政企业“点多面广、

投递到村”的优势，积极整合邮政下乡

业务、配送车辆、配送人员等资源，建立

健全前端收集、中端分拨、末端配送的

物流体系，有效降低民营快递下乡配送

成本、消除快递配送意外风险，全面提

升县域农村物流投递实效，确保快递市

场在乡村规范运行。

“快递进村”工作环节多、难点多，

需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针对各家快

递代理商分散经营、各自为战、不整合

无法实现“快递进村”的实际情况，加查

县利用政策引导，统筹整合各方资源，

积极推进“快快合作”提升快递覆盖面、

协同推进“快邮合作”打通“最后一公

里”、全面推动“快村合作”解决“最后一

米”、精准落实“快商合作”实现城乡经

济双循环。全面细化的运作方式，打开

了“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良好局

面。

在具体工作中，加查县以 72 个行政

村、8 座寺庙为依托，设置了 126 个快递

投递点。如今，县里有快递分拨中心、

乡（镇、街道）有快递服务网点、村（社

区）有快递综合服务站，全县三级农村

寄递物流服务体系已经形成。加查县

成为西藏首个全面实现快递品牌全覆

盖、直达行政村全覆盖、三级快递综合

服务站点全覆盖的县，实现了中通、圆

通、申通、韵达、京东、顺丰、极兔、邮政

等 8个快递品牌直达乡村。

此外，加查县还建立了农村寄递物

流体系建设工作机制，定期通报工作进

度 ，研 究 制 定 推 进 措 施 解 决 遇 到 的 问

题，并制定出台《加查县“快递进村”考

核方案》，通过各快递公司同步监督、县

商务部门定期抽查、用户年度考核评议

相结合的考核模式，确保相关工作层层

有人抓、事事能落实。

商户王玉龙在加查县加查镇热龙

村经营一家超市，且经常在网上批发潮

货。以前村里没有快递点，需到县城取

货，至少要半小时，如今方便了，快递员

会按时把包裹送到店里。尝到甜头的

王玉龙感慨地说：“‘快递进村’是个好

政策，让大家既省事又省钱。”

“快递进村”的好处不止于此。加

查县是虫草的重要产区，土特产品种类

丰富。截至 8月底，全县通过电商直播促

销，实现虫草销售额 500 万元、核桃及核

桃油产品实现销售额 80 余万元、藏式围

巾和手工艺品销售额 20余万元……丰厚

的收益与“快递进村”工作的推进密不可

分。当下，随着核桃和牦牛肉等产品销

售旺季的到来，“快递进村”还将持续畅

通供货渠道，促进农牧民增收创收。

“‘快递进村’工作铺开后，村民可

以通过各大快递公司及时发货。我们

的虫草、核桃和牦牛肉等土特产品，就

能及时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非常

方便。”加查县拉绥乡棍追巴村乡村专

干央金介绍，乡村物流通过建立农产品

配送网络，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送

到消费者手中，大大缩短了农产品的流

通时间，降低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提

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保证了农产品

的新鲜度。

加查县阔通快递公司负责人陈小

琴不仅是“快递进村”政策的积极响应

者，也是直接受益者。目前，她代理了

申通、韵达和京东三家快递业务。“近 3

个 月 来 ，虽 然 我 们 的 包 裹 量 增 加 了 不

少，但包裹积压现象反而减轻了。这得

益于‘快递进村’工作落实得好，各村群

众都能就近就便取包裹。”陈小琴告诉

记者，如今的快递流程已逐步规范了，

每天下午，运输快递的车辆都会来到各

大民营快递点，将快递收集到县邮政分

拨中心，然后通过扫码、分拣、邮路编

排、运输和交接等一系列程序，最终通

过快递员将快递送到村民手中。

由于县邮政承担了全县快递进村

的前端收集和末端配送工作，为此，加

查县建立了物流末端补偿机制，由该县

财政安排专项工作经费，以全年包干的

预付方式给予补贴，为三级物流体系运

作提供了经费保障。

中国邮政加查县分公司总经理旦

增旺扎说：“不论是邮政快递还是其他

民营快递，都能保证村民在家门口及时

签收包裹。”

小包裹蕴含大民生，小站点撬动大

幸福。每一辆穿梭在乡村道路上的快

递 车 ，都 承 载 着 村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期

盼；每一件辗转千里的包裹，都饱含着

乡村对远方的向往。

加查县发改委（商务局）副主任郝

友 琴 表 示 ，农 村 寄 递 物 流 体 系 建 设 是

一 项 十 分 重 要 的 民 生 工 程 ，推 进 乡 村

全面振兴，快递大有可为。下一步，将

针 对“ 快 快 合 作 + 快 邮 合 作 + 快 商 合

作+快村合作”的运行模式，不断完善

工作机制，规范运行流程，做好服务站

点“九有配置”，不断巩固农村电子商

务 综 合 示 范 县 成 果 ，推 动 货 邮 融 合 发

展 ，助 力 农 村 电 商 与 乡 村 产 业 深 度 融

合 ，为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注 入 澎 湃 动

能，让末端寄递服务更优质更便民，进

一 步 提 升 广 大 农 牧 民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

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改则电（记者 永青）近日，改

则县洞措乡举行 5 个行政村扶贫宾馆

2023年收入分红大会。

分 红 大 会 上 ，洞 措 乡 乡 村 振 兴

办工作人员介绍了扶贫宾馆 2023 年

度 运 营 及 收 益 情 况 ，并 详 细 说 明 了

分 红 决 议 和 明 细 。 此 次 分 红 按 照

“利益共享、公开核算、公平分配”的

原则进行，累计总额 6 万元，每户分

红 1200 元。

分红现场，受益村民有序排队，

完成登记、签字、摁手印等流程后，足

额领取了分红资金，每个人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此次分红让群众

切实感受到了村集体产业带来的红

利，调动了他们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那曲市色尼区

持续提升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

错那市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札达县

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改则县洞措乡

举行扶贫宾馆收入分红大会

图为加查县安绕镇嘎堆村村民从快递“寄·取”便民服务柜收取快递。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汪纯 摄

▲图为怎村幼儿园开心快乐的孩童。

◀图为怎村村民索朗塔杰在村幸福驿站茶馆健身。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摄

图为群众有序领取分红。 本报记者 永青 摄

快递进村来 村货走出去
—山南市加查县实现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全覆盖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汪纯

墨竹工卡县日多乡:

乡村换新颜 和美入画来
本报记者 刘斯宇 本报通讯员 果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