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A05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责编：武晓英 美编：徐文涛 校对：周雨龙

商报讯（记者 德吉央宗）5月是全国家风
家教主题宣传月，5月15日下午，自治区妇联
在拉萨举办2024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揭晓
仪式。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大屏幕上循环播放
着视频，有夫妻恩爱的画面、孝老爱亲的镜
头、邻里相助的片段、言传身教的瞬间……
视频中出现的这一幕幕，都是西藏自治区最
美家庭的缩影。最美家庭代表纷纷上台发
表感言，分享家庭经验，他们中有各自坚守
岗位，互相体谅的索朗央金家庭、代庆医家
庭等最美爱国守法家庭；有藏汉结亲文化交
融的霍婷娟家庭、平利扬家庭等最美民族团
结家庭；有乐观积极向上的嘎松措姆家庭、
许万荣家庭等全区最美建藏兴藏家庭；有发
言感慨含泪哽咽的杨功成家庭、尼玛家庭等
最美固边守边家庭；有温润平和的贾瑞婷家
庭、登巴卓玛家庭等最美书香家庭；有长久
分居共护小家的魏远征家庭、许育铭家庭等
最美援藏家庭……

“此次‘寻找’活动通过组织推荐、社会推
荐等形式，经自治区妇联党组研究决定，共揭
晓曲宗家庭等80户自治区最美家庭。这80
户最美家庭犹如80盏温暖明亮的灯火，在万
千家庭中闪耀光华。”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谢英说。

据悉，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广
大群众建设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
风，展现西藏自治区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工作成果，自2014年起，自治区妇联在全区广
泛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十年来，共揭晓
自治区各类最美家庭899户，生动、立体、全面
地记录了我区营造建设家庭家教家风的良好
社会氛围的直观成效，有利于号召全区家庭
礼赞家庭文化，深化家庭文明建设。

最美家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美在对党
忠诚、爱国爱家，美在手足相亲、民族团结，美
在扎根乡土、建藏兴藏，美在固边守边、矢志
报国。正如张华锐等3户最美家庭代表宣读
的《最美家庭倡议书》“全区广大家庭，让我们

继续参与到寻找‘最美家庭’活动中来，爱家
庭、重家教、传家风，主动学习最美、积极争当
最美，让和美家风吹遍雪域大地，形成弘扬文

明新风、家家幸福安康的生动局面，在团结富
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
设中贡献家庭力量。”

80户！2024西藏最美家庭名单揭晓

最美家庭代表宣读《最美家庭倡议书》。记者 德吉央宗 摄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我区全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以前，村民饲养的家畜到处乱跑，还没到村口，老远就能闻到难闻的气味，垃圾更是随处可见。现在，每家每户专门辟出一块地
方圈养家畜家禽，村里设置了垃圾收集池，还有保洁员打扫道路，村庄变得干净整洁了。”拉萨市曲水县南木乡江村村民普布片多说。

近年来，我区乡村振兴部门始终坚持以全面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聚焦聚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稳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改善乡村面貌，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西藏日报记者 索朗琼珠

科学规划——
绘就和美乡村新蓝图

按照“让农牧区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要求，自治区先后制定印发《西藏自治区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西藏自治区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建设高原和美乡村的
若干措施》，为各地、各行业部门统筹推进高
原和美乡村建设绘制了任务书、路线图、时
间表，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市县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工作格局。明
确“十四五”时期建设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
的目标任务。

同时，健全完善乡村建设信息监测平台，
更新农牧户基础信息，截至目前，完成5595个
行政村和63.3万户农牧户信息采集录入，为
全区实施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
础数据支撑。

此外，开辟乡村建设用地审核绿色通道，
涉及办理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审批手续
的，即受即审。优先保障乡村建设重点项目

用地需求，每个县（区、市）安排600亩专项指
标用于全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项目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点
项目用地需求。

改善民生——
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后，土路变成了
平坦通畅的水泥路，村里通了自来水、大网
电，下水管道全部畅通了，环境变好了，我们
住着也舒坦。”说起现在村里的生活环境，林
芝市巴宜区八一街道永久村村民次仁旺堆
颇有感触。

如今，错落有致的藏式小院、富有民族特
色的围栏、宽阔的水泥路……永久村的变化
是我区开展高原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和美乡村建设工
作，完善资金、项目、土地、金融等各项扶持政
策，以“厕所革命”、农牧区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污水治理等为主攻方向，集中力量补齐短板。

据统计，目前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

通 客 车 率 达 100%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率 为
23.3%，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为
94%。累计完成农牧区户厕改造40.75万余
座，户厕普及率达 75.74%；完成人畜分离
46.41万余户，人畜分离率达83.39%。全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农牧
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壮大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023年，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拉乡茶巴拉
村对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近千亩荒地进行开
垦。在曲水县牵线搭桥下，茶巴拉村村委会
与西藏空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开垦茶巴拉
村沿雅鲁藏布江沿岸1500亩荒地的合作协
议，共同成立西藏曲水藏禾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半年时间，近千亩荒地变成了一眼望不
到头的良田，直接带动茶巴拉村1900多名农
牧民就业，增收21.6万元。

“我们村种植了3000棵左右的果树，今年

每户收入1000多元。”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结地
岗村村委会副主任贡觉桑堆介绍说。同一时
间，结地岗村的村集体茶馆里也很热闹，村民
喝茶、聊天，暖意融融。

2023年底，日喀则市岗巴县贡巴村传来
喜讯，当地村民自主成立养羊专业合作社，通
过线上售卖和签订大宗供货合同的方式，成
功卖出1万多只岗巴羊。日前，岗巴县已成立
运行 27 家养羊专业合作社，经营总收入达
500余万元。

近年来，我区将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抓手，通过政府推动、龙头企
业带动、村委创办、能人领办等方式，大力扶
持培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地域特点突
出的合作社。截至目前，西藏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已覆盖农、林、牧、渔、农产品加工、手工
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一大批农牧民群
众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实现增收。

今年我区将出台激励政策，促进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牧场、龙头企业规范有效发展，
培育“千万元社”10家、国家级示范社30家，力
争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增长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