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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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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啃下““硬骨头硬骨头””共同奔小康共同奔小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群山巍巍，江水汤汤，草原莽莽。受
地理环境限制，在昌都、那曲干事创业要
比地处西藏腹地的地市付出更多心血和
努力。

比如，昌都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要打
造经济产业园区引进人才、资金会有很大
困难。“没有硬件优势，就在软件方面
补。”昌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昌都新
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梅方权从广东来到昌
都工作，从筹建园区到如今初具规模，见
证了园区一路发展，也熬出了鬓边白发。
贵州人刘芳在类乌齐县做牦牛产品深加
工，创办了昌都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
她调侃是被“骗”来的，除了昌都新区招商
引资政策好，更被梅方权为高原奉献的精
神打动。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去年，昌

都新区贡献了昌都市 40%的税收。昌都
新区服务企业的速度在深山峡谷中也是
一马当先，27小时就能完成企业入园注册
手续。今年，昌都新区即将实现当初立下
的2020年入园企业达到1000家目标。

与昌都相比，那曲地势开阔。站在一
望无际的草原上，你会以为这就是天地的
宽度和广度。那曲海拔很高，但这里的人
缺氧不缺精神，他们为了那曲的发展，为
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夜以继日地努力
着。他们之中，有为了全乡、全县、全市发
展的各级干部，也有勤劳朴实善良的农牧
民。虽然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但他们在
这里战天斗地开辟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
新门路。

牧业是那曲的主导产业，也是关系到
那曲 50 多万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

业。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那
曲确立了牧业发展思路，探索开展了“一
乡一社”“一村一合”工作，让合作社成为
带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抓手。近
1600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了30
余万农牧民致富。2019年，“一村一合”经
营总收入达到3.66亿元，分红1.99亿元，
带动 1.91 万人次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
8.27万人次通过“薪金、租金、酬金、分红”
增收 1.21 亿元，人均增收 1467 元。班戈
县、申扎县、安多县涌现出了一批发展较
好的合作社典型。

只要抓住重点，下足功夫，哪怕在那
曲也能创造脱贫攻坚的奇迹。到2019年
底，那曲全市减贫13.6万人，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从2015
年底的22.7%降至零。

战天斗地摆脱贫困
□ 嗣 音

图①① 昌都市类乌齐县伊日峡谷风光。

图②② 昌都市丁青县尺牍镇村民表演热巴舞。

图③③ 具有民族特色风貌的昌都市区街景。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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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哪儿最“险”？毫无疑问是昌都
市。作为西藏最不平坦的地市，澜沧江、金
沙江、怒江在横断山区并流奔腾，造就了深
山峡谷地貌。

西藏哪儿最“苦”？毫无疑问是那曲
市。作为西藏最艰苦的地区，莽莽羌塘草
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甚至被称为“人
类生存的禁区”。

经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进昌都、那曲，这
片绿色笼罩的大地，在坚持生态保护基础
上，大力改善交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特色产业，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呈现出
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精准扶贫修路先行

“现在珠角拉山的隧道通了，大大缩短了
从市里到县里的时间。很多市民周末就可以
到县里来郊游了。”昌都市类乌齐县委书记达
瓦介绍，以前从昌都市区到类乌齐县必须翻
越珠角拉山，山高路险，路程很长，特别是赶
上冬季大雪封山，路就更难走了。

现在，珠角拉山通了隧道，类乌齐的生
态旅游红利也被逐渐释放出来。自2013年
以来，类乌齐县先后投资了上千万元建设
湿地基础设施，加大了保护开发力度，合理
利用湿地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打造了康
巴花都旅游休闲项目，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等特色产业。如今，一到周末，众多游人就
会来到紫曲河湿地公园观赏康巴花。

“我们村5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在
康巴花都就业以及产业分红等实现了增收
致富。”类乌齐县桑多镇达日通村党支部书
记西饶巴松说，仅在去年，村民从康巴花都
分红就达到了户均1500元到2000元。

100多年前，发源于四川、云南的茶马古
道在昌都汇集，其中一路向北进入那曲，将
两座城市连接了起来。这条路翻越横断山
脉的崇山峻岭，随时可能风雪交加的极端天
气加上藏北高原的高寒缺氧，这无疑是一条
最难走的路。即使前几年自驾进藏游非常
热门，这条路也鲜有人走。近5年来，西藏交
通等基础设施极大改善，这条曾经的土路成
了柏油路，自驾游客多了起来，昌都、那曲两
市的交往交流也更加密切了。

结合独特的区位优势，那曲市索县荣布
镇开始打造特色小城镇。其中，依托道路完
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成为重要建设内容，整
合扶贫产业资金建设的宾馆、餐饮等项目大
大提高了荣布镇的旅游接待能力。

32岁的仁青江才是索县立志商贸有限
公司负责人。作为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如今管理着公司旗下宾馆、餐饮等6个
项目。“现在路好了，经过我们这里进藏的
游客也多了起来。6月份、7月份宾馆每天
都客满。荣布镇有布加雪山等优美的自然
资源，以前因为交通不便不为人知，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来这里观光旅游。”仁青江才坚
信，随着交通越来越便利，荣布镇的知名度
一定会越来越高，他们的“旅游饭”也会越
吃越香。

近年来，昌都、那曲大力实施城乡基础

设施提升工程，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一
大批重点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力支撑
了两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两地产业发展
创造了有利条件。

特色产业越做越大

“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抓经济，最难的是
集聚效应和产业链配套。”昌都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昌都新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梅
方权表示，昌都新区明确了产业定位，克服
基础设施瓶颈和产业配套不完善的困难，
制定了八大产业发展思路。其中，生物医
药被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

“确定先导产业后，我们逐一拜访生物
医药领域排名前十位的国企和民企，全力
以赴、有的放矢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梅方
权说，截至今年6月份，昌都新区的注册企
业达到了882家，注册资本233.67 亿元。
如今，昌都新区囊括了西藏首个自治区级
经开区昌都经开区和昌都高新区，有了园
区支撑，做产业更要拿出绣花功夫来。

“我们按照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关于‘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部署
要求，科学规划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具有比
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建
设牦牛育肥、黄牛改良、阿旺绵羊扩繁等五
大养殖基地和饲草料作物、葡萄等七大种
植基地。”昌都市委书记阿布介绍，结合乡
村振兴战略，昌都着力推进农牧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在“公司+基地+农牧户+专合
组织+市场”模式和特色农牧产业与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模式下，建成了类乌齐牦牛等
养殖基地 70 个，养殖规模达 51.35 万头
（只），蔬菜瓜果、饲草料种植规模达16万
亩，农牧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分别达
到23家、321家，具有昌都特色的100多种
农畜产品经过深加工走向市场。

类乌齐牦牛肉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为了做好牦牛产业，类乌齐县在滨达乡央宗
村建立了牦牛短期育肥基地。“基地包括牦
牛育肥牛舍、饲草料仓库、奶制品加工厂、培
训中心等，由央宗村万睿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运营。每年可实现育肥出栏牦牛
1200头以上。”滨达乡党委书记谢绍均介绍，
合作社自2018年7月份运营以来，目前已出
栏牦牛970头，带动当地群众153户，其中建
档立卡户107户，户均增收3100元。

“村级党组织带领我们赶着牦牛奔小康，
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我们忙了起来，也富
了起来。”在牦牛基地工作的向巴朗加说，现
在他每月有2300元工资，还可以从基地获得
分红，多余饲草也可以卖给基地。

在那曲市班戈县普保镇多尔格村，牧
民们将自己的牛羊入股合作社，不仅每年
有稳定分红，还解放了劳动力，村民可通过
外出务工等渠道实现增收。格桑平措一家
去年不仅从合作社分到了4.7万元，还分到
了足够一家食用一年的牛羊肉，是分红最
多的一户。“加入合作社后，比自己放牧收
益好多了。不仅提高了抗风险能力，还解
决了销路问题，我和家人也有了更多时间

外出务工。”格桑平措说。
班戈县是西藏牧业改革试点县，该县扶

持发展新型牧业经营主体，70%以上的牧民
都加入了合作社。以普保镇多尔格村为例，
2012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1000余
元。成立合作社并经过几年发展后，2019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9万元。

牧业是班戈县乃至那曲全市的主导产
业。目前，那曲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1540 家，辐射带动了农牧民 7.35 万户，
32.29万人。2019年“一村一合”经营总收
入达到3.66亿元，分红1.99亿元。

民生改善圆梦小康

53岁的罗布加措2018年底脱了贫，去
年搬进了位于昌都市察雅县吉塘特色小镇
的新家，两层小楼一共有200多平方米，一
家四口居住非常舒适。“以前居住的村庄离
城镇远，生活条件不好，现在居住的地方简
直就是天堂。”罗布加措说，水泥路通到了
每家每户门口，用水、用电都方便，文化广

场、商业街、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齐全，生
活条件特别好。

察雅县打造了上万亩经济林项目，吉
塘镇也配套了经济林基地。同时，集“温泉
度假休闲、生态农林观光、康巴文化驿站、
空港物流园区”为一体的吉塘小镇也在紧
张建设中，将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如
今，经过果树嫁接技术培训后，只要罗布加
措愿意，一年中有7个月都能在吉塘镇的经
济林项目找到工作，每天200元工资。他们
家庭年收入也从以前种青稞、放牧的一万
多元提高到了五六万元。

“现在，家里的地全部以每亩每年900
元流转出去了。我们就安心地住在镇上，
一心一意打工挣钱，日子一定会越过越
好。”罗布加措对未来充满信心。

每天傍晚，罗布加措还会沿着小镇宽
阔的马路散步，镇上的小学是他最爱去的
地方。“希望我的孙子好好读书，做一个有
文化的新型农牧民。”搬到新家后，罗布加
措依靠培训技能找到工作，思想观念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对知识有了新的认识。

在西藏，即使在偏远乡镇，建得最好的
也是学校，农牧民子女享受从学前到高中
的15年免费义务教育。走进那曲巴青中
学，蓝天白云下，一栋栋教学楼、宿舍楼分
外耀眼。藏文书法课、舞蹈课、阅读课、乐
器课一样都不少。

13岁的初二学生次旦旺姆和12岁的
初一学生罗吉对电子琴充满兴趣，常常相
邀一起练习，以后他们想从事和音乐有关
的工作。次旦旺姆开心地说：“现在的生活
很幸福，每一个梦想都能得到呵护，只要努
力，梦想就有实现的那一天。”

编者按 昌都、那曲是西藏脱贫攻坚三大主战场其中之二。作为西藏发展

优势不明显地区，两地一直在突破瓶颈、破解难题，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今，两地均已告别贫困，正在全面建成小康征途上策马奔腾。随着深山峡谷间

的路越修越好，产业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强，农牧民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美。

在昌都市卡若区俄洛镇，一栋三层
的小楼院内飘来一股诱人的香味儿。走
进去看，10余名学员正在认真学习藏餐
烹饪技能，另外10余名学员正在开展消
防员技能培训。

这里是占地2600平方米的卡若区
就业创业培训中心，集办公、教学、食宿、
实训场地及培训设施设备于一体。

“2018年以来，培训中心已开展了31期
2525人次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后找到工
作的达到了1752人次。”卡若区人社局
副局长扎西贡布介绍，培训中心下设27
个培训专业，每个专业都经过深入的市
场调查，能够适应西藏乃至全国人才市
场的需求。

37岁的仁青永宗已是第3次参加
培训了，这一次她报的是餐厅服务员培
训班。在老师唐铖莅指导下，她认真地
学习餐桌叠花。前两次她参加的是保洁
员和手工编织培训班。培训后她在小区
找到了一份保洁员工作，每个月工资
2600元。空闲时就在家自己编织手工，
已经编出了 4个产品，每个都能卖到
200元。

去年，格茸拥青也参加了服务员培
训，之后就找到了一份西餐厅服务员工
作，现在已经升任领班，工资也由最初的
3800元底薪涨到了4000多元。“我也想
像他们一样早点学成。”仁青永宗说。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卡若区就业创
业培训中心采用“订单式”“对接式”“储
备式”培养模式对广大农牧民、大学生开展技能培训。

“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就业率，近期订单式、以工代训、以
师带徒模式的培训班就业率达到100%。”扎西贡布说。

昌都市山高谷深，农牧民耕地和草场有限，仅靠农牧业走
上致富路、过上更好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昌都市一方面通
过合作组织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的农牧业生产经营；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提高农牧民素质，组织农牧民转
移就业，增加致富渠道。昌都市围绕种植养殖、家政、旅游服
务、餐饮、建筑施工等领域，深化订单式培训，探索建立政府投
资和重大项目带动就业联动机制，实施贫困人口技能培训巩
固提升工程，提升了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

自2016年以来，昌都市累计开发就业岗位3.38万个。通
过技能培训找到工作，很多农牧民也转变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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