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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昂杰万玛昂杰：：精心精心培育拉沙的嫩芽培育拉沙的嫩芽
文文//图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韩丽丽

汽车沿着陡峭的山坡缓缓爬行，不时有
山体滑坡的泥土遮盖了路面，虽然被清理过，
但依然留下了8月那几场强降雨截断进出村
道路的艰难痕迹。在一拐弯处，车辆好像行
驶至云端，路的尽头尽显空旷与苍凉。这时，
对面来了一辆车，开车的吉合他加小心翼翼
地会车，万玛昂杰下车指挥。车辆继续前行
至一个岔路口，吉合他加差点走错道儿，万玛
昂杰索性自己来开车。这条路他走了无数
遍，哪条路通向哪里，哪条路拐弯多，哪条路
有塌方不能前行等等，他都一清二楚。

优化资源优势 借助扶贫春风

“努力去搏一搏，不搏我们怎知自己不
行？淋雨一直走，因为我们没有回头路，所以
再大的风雨，还是要往前走，哪怕是深渊，哪
怕有畏惧。扶贫产业发展是一座山，爬也要
爬过去，‘行百里者半九十’，再难走，硬着头
皮撑下去，只要有梦，勇敢向前走，也都不能
中途放弃。唯有经历，才能懂得；唯有痛过，
方能明了。最后衷心祝愿尖扎县能科乡拉沙
村人民早日奔小康！”

这是万玛昂杰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因
为心里装着梦想，所以他克服重重困难，在这
个总面积为25.04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山面积
4.78万亩，人均耕地只有3亩的拉沙村里，带
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培育了一棵承载着全村
人希翼与憧憬的嫩芽！

拉沙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共有94
户420人，建档立卡户31户122人。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州民政局在州委、州政府和有
关部门的关心与帮助下，多次赴联点拉沙村
开展调研工作，深入分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在
与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多次座谈交流的基础
上，立足本村资源优势，尊重群众意愿，按照
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受益的思
路，逐步探索实施了拉沙村“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扶贫模式。

在拉沙村扶贫工作上，州委、州政府有关
领导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2017年乔学
智州长在多次深入调研后，指出在习总书记
提出“四个扎扎实实”大背景下，尖扎县每年
都在大面积植树造林，苗圃培育有着广阔市
场和大好前景，拉沙村要勤抓机遇，善谋发
展，做大做强苗木合作社项目和拉沙村藏服
制作合作社等创新创业项目，并解决了州级
扶持资金10万元。

创造以质取胜 用心勤奋耕耘

万玛昂杰作为州民政局副局长，能科乡
拉沙村联点扶贫领导，于1982年参加工作，
先后在河南、泽库、同仁等基层工作，这位有

着 9年税务、24年
市场监管、3年民政
工作履历、32年党
龄的“老黄南”、“老
党员”深知群众疾
苦，每次下基层，看
到还有群众被贫困
烦扰和牵绊，内心
被深深刺痛与震撼
的同时，也在思考
如何更有效地帮助
他们脱离贫困、共
同富裕！

万玛昂杰带领
村“第一书记”才多
加，利用整整三个
月的时间走村入
户，通过与村干部
和群众代表座谈交
流，按照“宜农则
农、宜牧则牧、宜商
则商”的发展思路，
引导群众发展种、
养、民族服饰等特
色产业。

尤其是在立足
该村传统手工制作
民族服饰方面，首先，他看到了拉沙村村民自
古以来家家户户都有做藏服的传统习惯，藏
服制作手艺精湛，技能独特，这种特有的技能
和人文资源可以成为藏服加工厂的重要基石
和主要根基。其次，他考虑到青海民政救灾
物资里缺少民族服装，多次跟省民政厅衔接
后，得到了省厅的支持，这让万玛昂杰有了一
个大胆的设想，建立拉沙村“江尼”（藏语，意
为嫩芽）藏服制作合作社，从这里打开一个突
破口，既填补民政救灾物资需要民族服装的
空白，又能给拉沙村创收。

万玛昂杰通过努力和多方协调，邀请青
海省纤维检验局专家上门指导、服务，并为藏
服加工厂做好了企业标准，同时，州市场监管
局给予了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尖扎县市场监
管局拿出1万元的资金，做产品质检抽检工作
费用。

之后，万玛昂杰带着村两委班子和他们
加工的服装走遍了我省各藏区。当“江尼”藏
服以最低廉的价格、最优质的品质在竞标中
获得成功，不仅仅证明了合作社进入市场的
竞争实力，更为以后研发高端产品，走向更广
阔的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激发内生动力 精心实干培育

1985年出生的丹增尖措去年年底当选为

村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以前村子里饮水交
通都极其不便，村民们生活很艰难。虽然有
做藏服的传统手艺，但是没有利用好这个资
源。州民政局作为联点帮扶单位，把这个资
源充分利用起来，特别是没有万玛局长的亲
历亲为，我们根本不懂得如何做企业标准、如
何申请商标、如何营销等等，他不辞辛苦、不
厌其烦，一遍一遍、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规范
企业、如何做投标文件、如何参标、签订合同，
带着我们在干中学、学中干。经过各方的努
力，村民们可以在家门口致富创收了！

同样是八零后村委主任的扎西三智在西
宁有自己的厂子，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多次做
他思想工作，他也想为村里做点事，于是他加
入了藏服加工厂，并成为藏服制作合作社副
理事长。这位年轻的致富带头人回到村里为
村民谋福利，他说州民政局如此重视村里的
扶贫工作，为了藏服加工厂，“第一书记”才多
加去注册办理营业执照，万玛局长多次去共
和、贵南等地找市场、找销路，每次吃饭他都
是自掏腰包、不吃村里一顿饭。有一次，我们
一起去贵南县推销产品，到的时候没顾上吃
饭，然后拿着样品衔接工作，为节省开支，来
回500多公里，我们一路奔波，连夜赶回来，
回到州上的时候已经半夜1点了。他确实是
把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坎上，实实在在为民
办实事啊！我也是被驻村工作队干部们的奉

献精神所深深打动！
合作社设计师闹日切旦是

应村委会邀请加入合作社的，
他表示，在州民政局帮扶下，抓
做工质量，打造品牌。拓展市
场，研发高端产品，计划做大做
强后能开个分厂，但最终的路
还要靠自身发展，所以在很多
事儿上，万玛局长亲力亲为，为
我们做示范，带我们了解和熟
悉一些工作流程等，让合作社
走得更稳健。

能科乡党委书记、拉茂德
乾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多杰多旦
说，拉沙村在资源少、能人少、
产业项目选择难的情况下，在
联点帮扶单位州民政局的鼎力
支持和引导下，选择了藏服加
工产业发展项目。目前，藏服
制作合作社有67户入股，其中
31户为贫困户。加工厂产业
发展已见成效，总销售额达
2325100 元，上缴税收 88162
元，净利润767112元，再就业
收入461200元，合作社20名
工人人均收入达23060元，入

股农民67户每户收入达11449.43元。合作
社苗木生产组基地占地150亩，今年开春后
在县政府、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村
里有种植经验的12名村民到互助县实地考察
和观摩，于5月份种植油松15万株，云杉10
万株，目前，苗木成活率达98%，预计2019年
年底可出售，预计增收5000元/亩，户均增收
1.12万元。计划2019年开春扩大苗圃基地
150—200亩。计划购买5000—10000只土
鸡，发展养殖业。还计划将4.7万亩闲置草场
租给邻村。

谈起村子发展的明天，大家都斗志昂扬！

做大更要做强 望成参天大树

万玛昂杰告诉记者，我们能俯下身，一心
去做脱贫帮扶工作，第一，与周云洽局长的关
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拉沙村产业发
展项目走到今天的地步，他起到了“领头雁”
的作用；第二，周局长把我分管的社会救助工
作主动承担起来，减轻了我的工作压力，让我
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到脱贫帮扶工作中去；第
三，周局长时时刻刻牵挂着拉沙藏服加工合
作社的发展，先后6次到拉沙村指导督促脱贫
工作，召开7次专题会议，专题进行安排部
署。他说精准扶贫是一项硬任务，也是一项
政治任务，不管我们工作任务再多再忙，必须
把脱贫任务放在第一位，只要拉沙村贫困户
早日脱贫，我们付出多少代价都值得，周局长
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带头、这样要求的。第
四，我有一位得力助手，就是驻村“第一书记”
才多加，积极配合各项工作。所以，拉沙村产
业扶贫发展项目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效。

据悉，拉沙村由于北山山体出现400米
裂缝，近期整村搬迁，以后生产区和生活区分
开，各级党委考虑未来，还要在改善生产区生
态环境上下大力气。

在“江尼”藏服制作合作社办公室墙上，
记者见到关于“江尼”这个商标名称的意义和
对颜色的注解，其中有一句话触动人心，并久
久在心底萦绕：拉沙村人民在习总书记新思
想的指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州民
政局大力支持下，全村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
难，不断提升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今天的嫩芽，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将
成为一棵参天大树，造福一方百姓。

庆祝改庆祝改革开放革开放4400年特刊年特刊

万玛昂杰（中）与拉沙村两委班子及藏服制作合作社成员研究服装质地。

““江尼江尼””藏服制作合作社社员加工服装藏服制作合作社社员加工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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