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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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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市：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 代 玲 通讯员 王 珊

在东四义村，经常有村民义务清扫大街。“生态好才能
幸福绵长”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

张全军摄

雪域高原的冬天，一般都是闲下
来的时候，记者近日来到西藏林芝市，
看到的却是一派忙碌景象。

尼洋河畔，巴宜区米瑞乡的蔬菜
大棚里，菜农们正忙着新一轮采收；
318国道旁的扎西岗村，经营家庭旅
馆的村民正趁着淡季检修设施……近
几年，林芝的冬天变得不一样了，大家
都朝着全面小康的目标，甩开膀子加
油干。

2015年底，林芝市贫困发生率达
16.42%，贫困人口覆盖了全市54个乡
镇、490个村居。截至2019年底，林芝
累计减贫6958户23893人，实现了贫
困人口动态清零，走出了一条具有西
藏特色、林芝特点的发展之路。

如今，林芝正在因地制宜大力推
进农牧、旅游等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在全面小康的大道上奋力奔跑。

农牧产业蒸蒸日上

米瑞乡通麦村林芝盛世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的蔬菜基地里，一栋栋现代
化的温室大棚鳞次栉比。一袋袋新鲜
的辣椒、茄子等蔬菜正在称斤装车，准
备运往市区销售。

位于尼洋河沿岸的米瑞乡，土地
平坦开阔，种植历史悠久，发展规模
种植业有着自身优势。为巩固来之不
易的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
效衔接，巴宜区在产业规划中布局了
米瑞乡蔬菜基地重点发展蔬菜种植产
业，引进龙头农业科技企业引领传统
农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

在通麦村，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每亩千元的价格流转了650
亩土地，分三期建设，目前通过扶贫贷
款与自筹资金已建成项目一二期，带
动了米瑞乡30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就业。除了蔬菜基地，他们还在米林
县羌纳乡建设了水果基地，2019年蔬
菜、水果销售收入超过千万元，带动了
10个村、300余户群众户均增收2.16
万元。

“今年，我们还尝试了几次蔬菜直
销香港市场。”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近几年，依托政府扶
持等政策，他们在提升蔬菜品质的同
时不断开拓市场。公司的蔬菜基地获
得了“无公害”产品认证，水果基地得
到了林芝苹果的地理标志授权，完成
了防伪追溯体系建设，并初步完善了
生鲜供应链，路子越走越宽。

企业发展越来越好的背后，是林
芝整个农牧产业在提质增效，龙头产
业带动辐射作用越来越强。

林芝市还结合农牧产业发展实

际，围绕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壮
大了15家农牧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全
市有无公害农产品77个、6家认证企
业；绿色食品14个、认证企业10家；有
机产品25个、认证企业3家。

“2019年，林芝15家龙头企业实
现农牧特色产品销售收入近10亿元，
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2.4万人次。”林
芝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祝东彬介绍。

农牧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林芝
农牧民收入也快速增长。2019年，林
芝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9万
元，同比增长14%。

格列是在林芝盛世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实现就业的贫困户之一，每天有
130元工资；每年只要出勤达30天以
上，还能额外分红5000元，出勤越多
分红越多。

乡村旅游有声有色

在鲁朗镇扎西岗村平措大叔家的
院子里，他们一家人趁着冬季游客不
多，正准备对自家客栈实施一次全面

“检修”。
位于318国道沿线的扎西岗村是

林芝有名的旅游村、民宿村，每家都开
办了家庭旅馆。全村311人中，旅游
从业人员达160人。近几年，在旅游
部门大力扶持下，扎西岗村的乡村旅
游发展得有声有色。

立足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林芝
市在扎西岗村改造完成了17家智慧
民宿，以提升家庭旅馆的品质与市场
竞争力。2019年，扎西岗村的旅游接
待人次与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
中村民人均实现旅游收入1.2万多元，
占人均总收入的53%。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村里又是家
家户户客满。现在大家就想好好搞旅
游，过上更好的生活。”平措大叔说。

旅游产业是林芝的支柱产业。旅
游富民是林芝旅游产业发展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林芝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
任君介绍，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林芝
市建立完善了旅游产业扶贫信息库，
精准识别了涉及175个村7746人的
旅游扶贫对象，因地制宜制定了《林芝
市旅游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有针对性
地在适合发展旅游的重点村布局旅游
扶贫项目。2015 年至今，林芝市以

“一村一品一特一组织”的乡村旅游产
品体系建设标准，完成了31个乡村旅
游示范村项目建设。

今年，林芝积极落实西藏旅游发
展基金3177万元，推进旅游基础设施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成为西藏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典范。目前，西藏
共有2个自然风光类5A级景区均在
林芝。

在景区基础设施提升与旅游服务
项目经营中，林芝市农牧民广泛参
与。在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米林县
派镇索松村村民通过在景区就业、销
售当地手工艺品与土特产等实现增收
致富，2019年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

林芝每年还通过重点景区门票收
入建立了2000多万元的“旅游惠民资
金”，提供乡村旅游相关工作岗位150
余个。

“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林芝农牧民
逐渐转型成为旅游业经营者，农副产
品转变为旅游商品，乡村也变成了景
区。”任君介绍，2016年以来，林芝旅
游产业累计带动 1401 户 6400 人脱
贫。下一步，林芝还将重点提升边远
县的旅游基础设施，让全市的生态旅
游饭越做越丰盛。

农牧产业、旅游产业是林芝市惠
及农牧民最多、农牧民参与度最高的
产业。近年来，林芝抓住这两个产业
发展的牛鼻子，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
目591个，形成了户有项目、村有产
业、乡连成片、片成规模的扶贫产业格
局，为林芝农牧民步入全面小康生活
打下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林芝还将把产业发展与
美丽乡村建设融合起来，因地制宜发
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让农牧民过上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每天清早，在黑龙江肇州县肇州镇赵家围子村，孙
广成的小卖部都会准时开门。小卖部虽然不大，但品
类齐全，村里谁家少啥都上这儿来买。每年仅此一项，
老孙就能收入近万元。“多亏驻村工作队帮着开了这个
店，让我过上了好日子。”老孙笑呵呵地说。

从肇州镇往城郊走大约一公里，就到了万宝村。
村民刘红星一家曾是典型的因病致贫贫困户，上有
老下有小，只有一名劳动力。2017年，扶贫干部了解
到刘红星家的情况，第一时间安排他爱人到附近工
厂打工，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带资入社，年底分
红。“仅合作社分红，一年就将近5000元，再加上其他
收入，生活宽裕多了，还能供孩子上大学。”刘红星喜
滋滋地说。

要脱贫找“穷根”。自打扶贫工作一开始，为摸清
贫困户家底，驻村工作队、扶贫干部们就扎进村里，入
农户、摸实情，梳理扶贫台账。“精准扶贫，首先要对贫
困户的情况‘门儿清’。”肇州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病”因找到了，治“病”更靠谱。为拔“穷根”，肇州
县聚焦农民稳定增收，抓好产业谋划，努力打造“一乡
一业”“一村一品”种养加产业，通过吸纳务工、代耕、代
养、入股等方式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培育发展
农户庭院经济，引导农民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模式；利用
乡村农户庭院、房前屋后弃地闲地，发展蔬菜、食用菌、
瓜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全面摸排
贫困人口就业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与劳动
技能培训，通过招聘会、点对点、设置扶贫岗等方式，搭
建贫困人口就业平台。

位于肇州县的大庆老街基农副产业公司就设立了
6个扶贫车间，并根据贫困户自身情况，将他们安排到
不同车间。身体好一点的，安排到酿酒、炒制等车间；
行动不便的，安排到工作强度小的包装车间。

今年65岁的邹青河不能干重活，经过村里协调，
他成了老街基旗下的酒厂保管员。酒厂离家不到200
米，月工资有3600元。邹青河特别珍惜这份工作，他
说：“我能脱贫，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帮扶。”

“这几年，我们先后新建了两条糯玉米加工生产
线，一条葵花籽加工生产线，同时扩大白酒车间生产规
模。从附近村屯贫困户中招收了多名贫困人口，人均
月收入达3000元左右。”老街基农副产业公司负责人
介绍。除此之外，他们还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新模式，于2019年
与55户贫困户签订红高粱、糯玉米、葵花等作物订单1500亩，帮助贫困户又增加了
一项收入。

通过几年不懈努力，肇州县953户2177名贫困人口达到脱贫退出标准，贫困发
生率从2016年初的2.45%降为零，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比2016年增长了154.9%。

近几年，肇州县还改造了“四类重点对象”危房3697户，全县农村砖瓦化率达到
了85%；新建、改造饮水安全工程130处，受益人口22.92万；落实健康扶贫政策，贫
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率、家庭医生签约率均达到100%，减轻了贫困人口医疗负
担；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减免贫困学生多项费用，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
辍学。同时，他们还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了路平、地净、灯亮、水清、树绿、景
美，贫困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大幅提升。

冬至这天，气温骤降。山西省晋城
市泽州县巴公镇东四义村大街上，64岁
的村民原锁莲却穿得并不多。只见她手
执扫帚，专注清扫。“反正每天早上要锻
炼，不如我义务帮忙扫扫大街，看着居
住的地方干净，心里也舒坦。”原锁莲笑
着举起扫帚说：“别看它普通，这可是我
们的传家宝，因为它，才有了东四义村
的今天。”

东四义村，因大搞卫生运动名起于
上世纪50年代，是全国闻名的卫生模范
村。75岁的老党员班兴和激动地说：

“从那以后，‘一把扫帚’就变成一种精
神，代代相传。”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村里靠着开办煤矿、水泥厂等村集体企

业富了起来，80%的村民都在村办企业
上班，日子日渐富足。

“‘兜里有钱’了，我们在环境建设和
治理上十分舍得，但治理力度越来越跟不
上污染程度。”东四义村党支部书记王兵
告诉记者：“随着时代发展，村办企业大部
分停产，既要注重生态保护，还要考虑解
决村民就业，保证村民利益。”

如何在生态与生产中谋求平衡？肩
上担着全村2600多人的责任，王兵心里
明白，“环境好才能安享幸福，生态好才
能幸福绵长，不论咋办，根儿不能变”。

2016年，村里通过引进社会资本，在
东四义公园里建起了可入住500位老人
的养老院，为村里直接解决就业50余人。

“养老院通过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以
固定分红形式落地，保证了村集体每年都
有固定收入。”王兵坦言：“经过几年实践，
村民们真正得到了实惠，才认识到发展

‘绿色经济’不仅让我们村的颜值和气质
得到提升，更让我们走得长远。”

记者来到东四义公园，不时能见到
健身者从绿道穿行而过。望着远处秀美
的龙王山，王兵拿起一本厚厚的龙王山
生态康养小镇计划书给记者讲解：“今年
8月，我们规划投资5亿元，打造康养小
镇。”凭借生态优势，东四义村计划将村
南3000多亩地打造成为集绿色生产、农
旅休闲、养生宜居、文化娱乐于一体的
田园康养小镇，真正实现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共融，目前前期准备工作
已基本完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好
了，村民的生活也跟着好起来，生活好
了，民心也凝聚得更紧了。刚在村委会
领取了30斤白菜的村民原学军一脸幸
福地告诉记者：“能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逢年过节还有福利，谁不羡慕咱的
生活。”

从“全国卫生模范村”“全国造林绿
化千佳村”到“国家森林乡村”，这个村
庄挂满“绿色”勋章；从挣脱生存困
境、突破发展瓶颈到步入振兴路径，这
里高举“绿色发展”大旗，诠释着东四
义人的幸福定义。

山西晋城市泽州县东四义村：

“绿色”诠释着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肇州县肇州镇壮大村村民在检修农业机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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