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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05 印完时间：4∶25 印刷：

基层“领头雁”传承“老西藏精神”
□ 陈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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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城日光城””颜值越来越高颜值越来越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学慧 代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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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既要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又要保护好青藏

高原生态，拉萨按照党中央部署，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以实施“环境立市”战略为抓手，加强生态保护、保

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让群众过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8月，正是拉萨最好的时节。虽然一天
中的某个时段会下场雨，但更多时候，湛蓝
的天空、透亮的阳光、蓝天白云下红白的布
达拉宫，无不展现着这座“日光城”的独特
韵味。

西藏是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既
要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又要保护好
青藏高原生态，拉萨责无旁贷。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拉萨市把改善民
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以实施“环
境立市”战略为抓手，建设“山青水碧，天蓝
城靓”的高原生态绿城。

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拉萨市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99.7%，位列全国168个重点城市
前列。主要江河湖泊、7个国控断面和4个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2015年至2019年，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一幅天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富裕的
“高颜值”画卷在雪域高原徐徐展开。

呵护“拉萨之肺”

被问起拉萨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
么，土生土长的拉萨人嘎玛多吉很自豪：

“空气好了，绿色多了，水系多了。”
很难想象在一个省会城市的中心能有

这么一大片湿地。在拉萨市区北角，有世
界上海拔最高、国内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
天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鲁湿
地。这里绿草萋萋，水鸟聚集，含氧量高，
走在步道上，满眼的绿和水，就像置身江
南。不过，倒映在水面的布达拉宫提示着
人们，这里是拉萨。

“拉鲁湿地被称为‘拉萨之肺’，是拉萨
成为国内空气质量最好城市的保障。”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梁剑
豫介绍，近5年来，拉鲁湿地水域面积大大增
加，比保护区建立之初扩大三分之一；水位
明显上升，平均上升了3厘米；动植物数量逐
年得到恢复性增长，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
护，现有高等植物332种，陆生野生动物43
种、水生野生动物152种、昆虫101种。

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是拉萨市25年来
保护湿地的艰苦努力。尤其是近年来，“动
真格”的核心区搬迁、保护区扩展、湿地生
态系统恢复、保护区防护林绿化、巡护步道
建设、补水系统改造，同时，通过开展环境
综合整治、实施三渠一河截污工程、拆除违
规建筑、制定管理办法等措施，拉鲁湿地进
一步得到了有效保护。

北有湿地，南有湖水。拉萨河奔流千
年，但丰枯期明显，每年10月至来年5月为
枯水期，河床内出现大量裸露滩地，影响了
拉萨河景观和生态环境。近年来，拉萨积极
实施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拉萨河
生态环境得以彻底改观。“拉萨河（城区段）
整治工程建设开工以来，对城市河道周边环
境有了质的提高，原来裸露的河滩面建设成
了一个个公园，大大改善了河道周边环境，
给市民提供了更多休闲娱乐场所。”拉萨市

水利局总工程师腾宝亭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自拉萨河3号闸河闸坝成功蓄水以来，在枯
水期或平水期，拉萨河段会形成较大水面，
不仅有利于完善城市防洪体系、改善城市环
境条件、大量补充拉萨地下水，而且还具有
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拉萨还开展了“绿色围城”建设工程，
持续推进南北山造林绿化。高原苦寒缺
氧，种下绿色也种下希望和寄托。自2012
年启动南山造林绿化工程以来，拉萨先后
在不同海拔高度、立地条件的南山片区，分
别开展了春季、雨季和秋季人工造林试验，
有针对性地试种了不同苗木来源地和不同
规格的乔木、灌木20余种，成功实现了“树
上山”，也在全区实现了海拔3900米人工造
林“零的突破”。北山造林绿化工程是在
2018年启动的，记者在北山看到，裸露的山
体已大部分被绿植覆盖。南山、北山作为
布达拉宫的正南、正北面山体，形成了横贯
拉萨市的一个重要景观带，这份“绿”正将
美丽的拉萨“围”起来。

搬进幸福家园

“我们虽然住在城区，却都是土坯房，没
有自来水，日常用水靠压水井，几十家人共
用一个卫生间，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结
冰，出行很不方便，道路也很窄。”82岁的泽
荣大妈说话思路很清晰，她是拉萨市城关区
加措棚户区的住户之一，今年回迁入住了加
措棚户区小康安居点。尽管可以“拎包入
住”，4个子女还是花钱给老人的房子做了精
装修。泽荣坐在自家宽敞的客厅里跟记者
聊天、喝酥油茶，心情很好。

安居点里，一栋栋藏式风格的住宅错
落有致，路灯、绿化带、便民商店等一应俱
全，新楼房还装上了电梯，小区环境干净，
房子宽敞明亮。

近年来，拉萨市将棚户区改造工程作
为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人居质量、建设
民生幸福拉萨的惠民工程稳步推进，让群
众的安居梦得以早日实现。目前，城关区
加措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已进入收
尾阶段，94户回迁户可入住新房。

除了棚户区改造，大面积解决住房问
题的，还有集中搬迁安置点。

位于拉萨市曲水县才纳乡境内的四季
吉祥村，毗邻通往拉萨贡嘎机场的高等级
公路，是曲水县第二个集中搬迁安置点。
全村依据房屋颜色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小
组，村里12条主干道象征一年中的12个
月，365栋二层别墅式的特色藏式民居代表
了365天，该安置点被命名为“扎西堆喜”，
意为四季吉祥。

为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四
季吉祥村附近配套了万亩藏药材种植基
地、林木良种繁育基地、有机肥厂、奶牛养
殖场、百亩温室大棚等产业，有劳动能力的
群众逐步转变为了产业工人，获得了稳定
的工资收入。同时，四季吉祥村周边还配
套了幼儿园、小学、卫生院、一站式服务中
心等基础设施，方便群众日常生活。

目前，四季吉祥村已完成搬迁入住303

户1468人。从西藏昌都市贡觉县雄松乡
加卡村搬迁而来的群众次仁多吉说：“与以
前相比，搬迁到四季吉祥村后，衣食住行、
生活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地改
善，孩子上学、自己就业、老人就医都得到
了保障。”

发展“净土”产业

8月，驾车行驶在拉萨当雄县，公路两
旁随处可见绿油油的草场和草场上慢悠悠
的牦牛。当雄县是拉萨乃至西藏牦牛产业
的先行者，这项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净
土”产业，既天然环保，又是当地群众脱贫
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来到当雄县，记者看到了一个传统农
牧产业的全链条现代化流程。

在牦牛饲养环节，当雄净土牧场郭庆
场拥有一个集装化智能牧草生产厂，采用
生物营养液无土栽培，不受天气和季节影
响，使牦牛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鲜的牧草，有
效解决了冬季牧区饲料短缺问题，并能补
充牦牛的营养需求。这里的牦牛分栏饲
养，墙上贴着喂养时间和草量，喂以天然精
补饲料补充营养需求，同时配有兽医，及时
预防和发现疾病，让牦牛健康成长。每头
牦牛都有“身份证”，即佩戴电子耳标。扫

描电子耳标后，年龄、健康状况、疫苗接种
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样的标准化饲养牦牛农场，采取“牦
牛入股、草场流转、牧民入园”的经营方式，
不仅稳定了牦牛来源，也让牧民获得了稳
定收益。当雄县县长其美次仁说，“有了产
业支撑，就能真脱贫、脱真贫、不返贫”。

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饲养的牦牛，
出栏后由当地的牛肉加工企业直接收购并
制作加工成牦牛牛排等产品，通过电商方
式销往全国各地。

当雄县高原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
全自动化屠宰车间，一头牦牛要经过30多
道程序，才能成为可供冷链包装的成品牦
牛肉。高原蓝公司还在开发一些高附加值
的牦牛肉制成品，其中的“纸片牦牛肉”，尽
管还未上市，但市场前景可期。

“当雄牦牛”成功申报为中国地理标志
商标产品，在电商平台销售颇受欢迎。8月
20日，由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拉萨市脱贫
攻坚指挥部、拉萨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拼多
多承办的“净土拉萨 高原优品”消费扶贫
直播节在拉萨启动。启动仪式当日开展了
一场持续14小时的直播，12位基层负责人
走进直播间，向消费者推荐包括牦牛肉酱、
藏香、蜂蜜、灵芝等在内的88款当地特色农
畜产品和多款文旅产品。已经是“带货老
手”的其美次仁第一个走进直播间，十分熟
练地推荐起黑帐篷等文旅产品。数据显
示，超过75万网友观看了本场直播，直播店
铺“粉丝”新增 2 万人，成交额环比增长
890%，带动当地牦牛肉、藜麦在平台的搜
索量环比增长826%、753%。

“当雄牦牛”就这样演绎着一个植根于
大自然的传统产业，如何搭上“科学化、规
范化、标准化、数字化”的现代化产业快车
的经典案例。

拉萨市地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
做精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净土健康产业，推
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在西藏这片“净土”发展“净土”产
业，大有可为。

在西藏采访半个月，经济日报记者印
象最深的除了这里的巨变，就是那些坚守
在雪域高原的基层党员干部。

德吉白珍，是西藏拉萨当雄县羊八井
镇彩渠塘村第一书记，一位开朗大气的藏
族女干部，在展板前介绍村里各项工作时
如数家珍；带记者入户，既当翻译，又当解
说，跟村民熟络得就像是一家人。

古桑旦增，是西藏山南洛扎县拉郊乡
党委书记，在这个交通极其不便、条件相
当艰苦的边境乡一干就是31年。他话语
不多，领着记者在乡里转，每一户情况都
很熟悉，有问必答。他不仅要带领乡亲致
富，还要守护边境安宁。他多年来带病工
作，让人肃然起敬。

格桑乔嘎，是西藏林芝朗县登木乡如

字村党支部书记，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
高原，引导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集体养殖
产业，在当地率先探索牦牛集体养殖模
式，解决了农牧民牲畜量少、浪费劳动力
的问题，提高了农牧民的收入。格桑乔嘎
穿着一身银色的藏族服饰行走在绿草如
茵的山坡上，自成一道风景。

乔次仁，是西藏林芝巴宜区米瑞乡色
果拉村党支部书记，作为村里先富起来的
能人，当上村干部后，一心扑在村集体经
济发展上，带领大家养羊养鸡，种核桃种
苹果。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乔次仁在
村办公楼里开了个无人看管的小超市，村
民需要什么，凭自觉按标价把钱投进钱
箱。一年多下来，淳朴的村民没有一个取
了货不给钱的，小超市不仅没有赔钱还有

盈利，盈利的钱全部用于村里的爱心
支出。

这些基层党员干部有这样几个共同
的特点：一是都深爱自己脚下这片土地；
二是舍小家顾大家；三是有任劳任怨兢兢
业业的精气神；四是深受信任和拥护，是
群众的“主心骨”；五是都有带领群众奔小
康的“绝活”“高招”。他们是坚守在雪域
高原基层一线的“领头雁”。有他们的无
私奉献，有他们传递好党的声音，在他们
的带领下，当地群众啃下脱贫攻坚“硬骨
头”，走上了小康幸福之路。

这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老西
藏精神”的传承。向雪域高原的“领头雁”
们致敬！

图① 被称为“拉萨之肺”的拉鲁湿地。
图② 当雄净土牧场郭庆场的牦牛都有“身份证”。扫描牦牛佩戴的电子耳标，年龄、

健康状况、疫苗接种等信息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

疾病是贫困人口脱贫最大的
“拦路虎”，因病致贫返贫是脱贫攻
坚的“硬骨头”。高原风湿病是西藏
的地方病，为让患有高原风湿病的
群众得到有效医治，2017年西藏提
出并实施了羊八井精准扶贫风湿患
者集中搬迁安置项目，建设了拉萨
市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羊八
井地热资源丰富，从地下深处涌出
的汩汩温泉水成了村民的治病

“泉”、致富“泉”。
2017年4月份，羊八井精准扶

贫风湿患者集中搬迁安置项目——
彩渠塘村动工建设。同年，来自那
曲、阿里、昌都的150户683人陆续
搬迁入住彩渠塘村，其中患有风湿
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有204人。
为给搬迁村民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
服务，当地还成立了彩渠塘高海拔
风湿康复研究基地，对患者开展系
统性治疗，并启动一系列科研工作。

来自那曲市安多县扎仁镇十村
的格桑其美一家就是搬迁户之一。
搬到彩渠塘村后，格桑其美的风湿
病有了明显缓解，还在附近的蓝色
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找到了工
作，每月有4500元收入。妻子旦增
卓玛开了一家茶馆，每年有近万元
收入，家里两个孩子也在附近学校
上了学。“搬过来后，通过藏医药结合温泉水治疗，身体好多
了，工作也找到了，家庭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更加努力把日
子过好。”格桑其美说。

旺扎一家原来住在那曲市申扎县，2017年8月份搬到彩
渠塘村。通过藏药浴、温泉等综合治疗，家中患风湿性关节炎
曾长期卧床的妻子如今生活已经能够自理，并在村里合作社
学习编织技艺；患有先天脊椎畸形的小女儿也因居住海拔的
降低，身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这就是
我心中最美的小康生活。”旺扎开心地说。

格桑其美工作的蓝色天国羊八井地热旅游区是当雄县招
商引资打造的精品康养度假休闲文旅项目。2019年试营业
期间，共接待游客12万余人，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80
余个，其中吸纳彩渠塘村村民就业50多人。

从前，彩渠塘村村民大多数在高寒地区随牧而居，搬进彩
渠塘村后，不仅“衣食住行医”有了保障，还靠羊八井地热温泉
旅游项目实现了入股分红，并发展绵羊育肥、手工加工合作社
等集体经济，就近就便务工，增加了收入。有病能治、住得宽
敞、收入有保障，彩渠塘村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