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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县昂拉乡拉毛村，距县城不足

七公里，一个坐落于阿塞公路旁、黄河岸

边的小山村，如果不是因为漫山遍野的

翠绿，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偏僻村庄的

存在。

近年来，拉毛村因为植树育苗，成了

远近闻名的“苗木村”，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绿树成荫，说起这些变化，不得不提

起文昌才让。

“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父亲就会带

着我们在家门口植树，现在那里已经成

了一片树林，有几棵树已经长得一个人

抱不住了。”

今年 52岁的文昌才让是尖扎县康

杨镇人，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对种树有

着一种特殊的情怀。近年来，尖扎县深

入推进国土绿化工作，这让他敏锐地意

识到，承包荒山、植树造林前景广阔。

2015年，文昌才让看中了拉毛村位

居黄河畔、交通便利的优势，说服家人，

拿出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离村不远

处的荒地，占地 13公顷，然而规模化种

植并非那么简单，开荒、整地、上肥、买树

苗，创业的艰辛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刚来拉毛村时，这里还是光秃秃的

山坡，一铁锨下去能翻出来三块石头。

合作社刚成立时只有五个人，头两年种

什么都不行，几十万的投入几乎打了水

漂，若不是林业局的帮助，种树这事差点

就半途而废。”创业初的艰难至今让他记

忆犹新。

文昌才让说，县林业局专门派出技

术人员在规划、整地、采种、栽种等方面

进行全程指导，并通过创业信贷为他提

供了 200 万元发展资金，此后，引水灌

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难题取得了一项

项成功。

辛勤付出，终有回报。两年后，新苗

开始抽出嫩芽，长势喜人，文昌才让看在

眼里，乐在心头。

走进拉毛村育苗基地，地块修整得

如同梯田一般，一直延伸到山脚下，圆

柏、云杉、新疆杨、杏树等数十个品种随

风摇摆，郁郁葱葱。眼下正值杏花开放

时节，放眼望去，一团团白色的杏花在绿

树映衬下格外醒目。

在一片育苗地，村民叶梅正在和两个

伙伴一边浇水，一边拉着家常。今年，在

省城上大学的女儿即将毕业参加工作，作

为母亲，她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也从心

底感谢这片土地这两年带给她的实惠。

“拉毛村干旱缺水、土质差，春灌要

从三月底一直持续到四月中旬，一年要

给这些树苗浇六七次水。”叶梅说道。

拉毛村是个易地搬迁村，多年前，为

了解决全村人生活不便的问题，当地政

府将该村从大山深处整体搬迁至此，离

县城近了，村里的壮劳力纷纷利用农闲

时节外出打工创收，但仍有一些贫困户

找不到增收的门路。

苗木合作社给拉毛村带来绿色效益

的同时，也为贫困户带来福音。

文昌才让说，合作社成立后，解决了

20 名贫困户的就业问题，人均收入近

3000元。此外，县林业部门与合作社签

订购苗协议，保障了育苗的销路。去年，

合作社不仅还清了贷款，还为当地国土

绿化提供树种育苗以及林木养护等服务

工作，如今像拉毛村一样，通过发展苗木

产业实现增收的贫困村越来越多。

“今年我们打算至少供应五万株树

苗。”

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同时，

把国土绿化和脱贫攻坚有效结合起来，

从而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富足，这是近年

来尖扎县在贯彻落实“四个扎扎实实”中

探索出的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记者了解到，从 2017年开始，尖扎

县累计投入资金近 2亿元，通过实施退

耕还林，南山、洋江沟国土绿化等生态重

点工程，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先后在 11
个贫困村成立育苗专业合作社，共培育

适宜优质苗木 400余万株，绿色产业得

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棵棵树苗，播种着绿色的希望。

从河畔到山坡、从城市到农村，当规模宏

大的义务植树热潮在黄河岸边涌动时，

荒山秃岭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生机。

多年来“民族团结”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根植于黄南人的思想和行动之

中。关注少数民族的权益、关注少数民族群众的疾苦、关注少数民族的心声，创建民族团

结进步是全州人民、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一项活动。

5月7日，在州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观摩交流会上，18家
单位走进黄南州人民检察院，办公办案综合楼大厅内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为主题的视频播放引人注目，诉讼服务中心大厅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格外显

眼，藏汉双语的标语、每个楼层党建阵地、民族团结文化阵地等不同主题的打造让人耳目

一新。在观摩交流会现场，观摩团成员对该院在推进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中的多样和独特

的工作风格进行交流探讨。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全方位的一根红线，该院把民族团

结创建工作和检察工作有机结合，始终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贯穿于检察监督工

作之中，已成为黄南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州检察院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与检察工作同部署同考核，

形成全体干警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我院积极将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到检察工作中，以明

确的工作思路，认真地工作态度，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牢牢把握，为检察工作的

多方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州检察院干警黄莲芬说到。

该院结合法制宣传、以案说法、走村入户、连点帮扶、学习藏汉双语、“七一”系列活

动、开展党员活动日等各种形式，努力打造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机关。结合维护民族

团结稳定，普及民族政策为核心的创建工作思路，形成各部门合力推进的工作方式，将民

族政策宣传教育、目标任务推进等各项创建指标任务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创建工作

全覆盖。

多年来，该院始终坚持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特别是注重发现、提拔使用少数

民族年轻干部。目前，现有在职检察人员37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24人，现有领导班子

成员7人，少数民族领导班子成员有4人，懂藏汉双语检察官占总人数的50%。藏汉双语

已成为该院日常工作中的一大亮点，无论是与群众间的藏汉双语交流，或是办案过程中

的双语法律文书及同声翻译，都极大地方便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诉讼请求，拉近了少数民

族群众和法律间的距离。

夏卜浪村和多哇镇是州检察院的联点帮扶村和维稳点。每年37名检察工作人员分

四季度，每位检察官自掏腰包带200元之300元不等的慰问品赴夏卜浪村对43户帮扶村

民进行入户调查慰问。去年，该院筹集资金为夏卜浪村修建党员活动室及室外活动场

地，为帮扶村镇协调落实帮扶资金达20余万元。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后安排双语检察官多次赴多哇镇开展以案释法、矛盾调解等活动，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团

结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以各类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及“检察开放日”为平台，通过走村

入社、进学校、上街面宣传等方式，用藏汉双语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检察职能及其他法律法

规，提高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

一次次的帮扶，终能消除干群间的心理隔阂，感情的闸门打开了，干部与群众的心越

来越近，只有走到群众心里，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干群帮扶让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地抱在了一起。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了民族

地区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带动了民族地区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使民族团结教育深入人心。

守望相助 民族团结一家亲
文/图 本报记者 马文莉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唱出了各族人民团结、友善、和谐的美好图景。作为民族地区，黄南拥有藏族、回

族、撒拉族、蒙古族、保安族、土族等1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站总人口的93.23%，各民族和谐共融，团结互助，共同创造了神韵黄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民族政策的沐浴中，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奋斗，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民族团结之花不断盛放，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呈现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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