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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跑出村集体经济“破零”加速度，实

现村集体经济“破零数”与“增实力”双提升。截

至目前，全州261个行政村中，154个村实现集

体经济“破零”；50.7%的行政村有持续稳定收

益，其中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超过50万元的行政

村11个。

抓实支部、用活党员，238名驻村第一书记

和728名驻村工作队员，用足用好贫困村50万

元和非贫困村 4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破零”政

策资金，分村推进，找准切合各村发展途径。通

过登门拜访、座谈恳谈、电话沟通、“一封家书”

等形式，吸引在外务工能人返乡创业，从中选配

158名党员进入村“两委”班子，打造一批有文

化、熟政策、见识广、懂技术的集体经济“领头

雁”，助推村集体经济。其中，河南县尖克村在

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立足水资源丰富、高原区域

特点、人均占有牲畜量多等优势，成立由村两委

班子直接管理的农牧民合作社，依托“党支部+
合作社+党员/能人+群众”发展模式，科学选准

欧拉羊特色养殖产业，带动全村经济发展，目前

全村集体收入已从2017年的8000元左右增加

到目前的40.5万元。

整合集体所有的闲置厂房、荒地、果园等不

动产及企业经营权，以资源开发模式，盘活集体

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同仁县保安镇选好“领

头雁”，集智聚力，在群吾村、赛加村、东干木村

等8个行政村，按照每年每亩600元的价格流转

土地 3870 余亩，每年村集体保底收入 232 万

元。赛加村争取省扶贫资金 212万元，建成黄

果树基地400亩，种植树苗14400棵，三年盛果

期后年收入预计可达 420万元，户均 5.4万元。

尖扎县子哈贡村将770余亩空闲土地以流转形

式入股合作社，实现“集体经营、机械操作、规模

种植”的产业式发展道路，种植青稞、油菜等农

作物，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8万元。

大力推进农旅、牧旅、文旅深度融合，扶持

坎布拉镇、昂拉乡、扎毛村、德吉村、麦秀镇等20
多个乡村发展热贡文化、草原风光、黄河廊道等

文化旅游产业，推广“一村一品”特色游和度假

游，实现生态资源优势向村集体经济优势转

化。其中，尖扎县德吉村依托“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品牌，立足依山傍水独特优势，打造百亩观

赏性花海和蔬菜、果品农事体验园等，积极开发

以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摘农家果、品

农家乐等农业观光体验型乡村旅游，让更多贫

困群众吃上了“文化旅游饭”，2018年旅游旺季

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320万元。

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多方招商引资，打造村

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载体和生产要素集聚平台。

同仁县隆务镇隆务村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

把企业市场优势与农户生产力优势相结合，引

进晶黄果饮料加工厂，全村参股的 266户困难

群众每户分红1028元，5户精准扶贫贫困户分

红 1500元。同仁县扎毛乡在扎毛村和立仓村

成立了 2家藏家旅游接待合作社，入社群众达

到 1200人，累计收益 47万元。河南县荷日恒

村投资185万元建设“梅朵赛青”民族服饰加工

厂，生产的蒙式藏袍畅销国内外，年盈利 20余

万元，累计收益达300万元，带动人均年纯收入

从2533元增加到7258元。

通过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等市场化办法手段，引导农牧民参与收益分

配。泽库县通过创新探索“草地和牲畜入股组

建合作社，牲畜分群饲养，草地划区轮牧，社员

分工分业，牛羊统一销售，用工按劳取酬和收益

按股分配”的“拉格日”模式，实现村集体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东、牧

业变产业、社员变职员的“六变”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效。以拉格日村为例，截止 2018年底，该

村入社率达到 98.8%，牲畜和草场入股率分别

为98.1%、95.8%，人均纯收入达到15110元，与

2012年相比翻了2番。

坚持“输血”“造血”并重，寻找政策、项目、

资金支持，拓展多方向发展路径，投入资金

5250万元，实施105个贫困村光伏电站扶贫建

设项目，装机总容量达 36.1兆瓦，截止 2018年

底，全部建成并网发电，每个贫困村实现了年均

增收20万余元，确保无集体经济的行政村也能

实现“破零”。围绕“一村一品一主体”目标，

2019年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投入资金9360万元

实施 156个非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村集

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持续带动贫困

群众增收，为我州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我州154个村实现集体经济“破零”

本报讯 河南县36名妇女参加了

由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在河南县承办的藏区妇女牦牛奶手

工皂技能培训活动。

“雪多牦牛”是河南县的一张名

片，而牦牛奶作为当地女性世世代代

用来护理皮肤的材料。该公司利用

当地牦牛奶和藏区特有的植物资源，

教授妇女们制作牦牛奶手工皂，再借

助阿里等电商平台销售妇女们制作

的手工皂，以此探索一条“原材料产

地+ 原住民女性参与+ 现代工艺培

训+销售渠道对接”的女性扶贫路子，

北京益创女性主任陈琼介绍道。

培训现场，翻译老师用藏语从原

料选择、温度掌控、皂化过程、不同香

味的调制、凝固时长以及切皂的力度

手法等系列制作流程都做了详细的

讲解和演示，并现场指导妇女们进行

了各个制作环节的实操，帮助她们尽

快掌握制皂基础技术。

扶贫不能仅止于技术培训，为切

实帮助牧区妇女，活动还邀请梨视频

以及南方都市报的摄影师现场录制

和拍摄学员采集原材料、制作手工皂

的过程和场景，用于第一批合格手工

皂的销售宣传。掌握产品制作技能，

对接有公益情怀的销售渠道助力妇

字号特色产品的销售，这套组合拳，

将切实帮助牧区贫困女性及家庭增

强脱贫致富信心，增加经济收入，助

力少数民族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价

值的实现。

从一滴牦牛奶
到一块手工奶皂

说起当知一家，2015 年 10 月以前的生
活，整个坎布拉镇俄家村的党员群众都摇起了
头。全家4口人，妻子项杰卓玛因病已瘫痪在
床 10 年时间，家中两个儿子，23 岁的次子仁
青当智承担照顾母亲的任务，长子旦增元旦在
外读大学，家中仅靠着当知一人支撑，生活十
分艰苦。然而，随着脱贫攻坚战役打响，当知
一家迎来了机遇。在坎布拉镇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当知积极学习技艺，增强脱贫内生动力，
靠着自身努力完成了从一名贫困户向致富户的
美丽蝶变。

当知要脱贫、想脱贫，但妻子的病情和高
额的医药费用让他一筹莫展。根据镇党委走访
掌握的情况以及当知本人意愿和特长，及时拟
定对当知的脱贫帮扶方案，当知一家得以享受
扶贫医疗保险补助、社会保障低保金等兜底保
障政策。2018年，当知一家每年领9607元的扶
贫医疗保险补助和社会保障低保金，镇党委政
府还为当知发展产业给予到户补助 2.56万元，

并安排了每年2.16万元工资报酬的草原生态管
护岗位。有了收入和保障来源，当知一家的情
况得到明显好转，家庭窘迫成为了过去，当知
再也没有对生活的后顾之忧了。

然而，当知心中明白，靠着政府更要靠自
己。当知决定自力更生进行脱贫。2017年，为
了有一门养得活全家的手艺，当知前往同仁县
隆兴水利水电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尖扎县分公
司，开展绿化排水、水利管道对接等技术的学
习。在公司学习的日子里，当知白天学实践、
晚上啃理论，努力掌握工作各项技术。功夫不
负有心人，因为在实习期绿化排水和水利管道
对接中表现突出，当知被同仁县隆兴水利水电
建筑开发有限公司尖扎县分公司录用，正式成
为了一名“管道对接技术师”。一下子，当知
从一名一无所有的贫困户成为了一名生活充满
希望的技术工。有了手艺，当知便积极忙前忙
后永远干得比别人多，还向17户贫困户传授绿
化排水和水利管道对接技术，不断增强贫困户

脱贫内生动力，2017年度荣获尖扎县国土绿化
先进个人。

如今的当知，家里粉刷一新，腰包鼓了，
笑容也更多地浮现在一家人的脸上。生活的巨
大变化，让当知一家人对党的好政策无限感
恩。在他心中，正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帮助，生
活才充满希望。2018年年底，在完成脱贫帮扶
各项既定任务后，当知决定自行申请脱贫，不
再享受扶贫政策，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帮助更
需要帮助的人。当知的做法感动了同村村
民，成为了全村脱贫攻坚的模范，激励着更
多的贫困户自力更生，努力脱贫。他常对别
人说，“共产党好，精准扶贫政策好，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们家就不可能脱
贫，也没有我今天美好的生活，感谢党感谢
政府”。

坎布拉镇贫困户当知脱贫致富
文/通讯员 王茹

5月 9日，对于同仁县朝阳村村民来说，是

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大家自发组织了一个简

单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村口的广场开心地等

待第一班延伸到村口的公交车，见证村庄交通

的这一历史时刻。

7时40分许，公交车出现在村口，男人们点

燃了鞭炮，女人们迎上去，拿出一条条艳丽的被

面，郑重地为公交车“搭红”。在一阵喜庆的鞭

炮声中，还将准备好的横幅贴到车身上，以表达

村民对公交车通到村里的喜悦与感恩。

“公交车通达后，对群众出行和经济发展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感谢党、感谢各部门，现在国

家政策这么好，村民们的梦想也在一个一个的

实现，我们对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满意。”向朝阳

村委会副主任谭买日则激动地说到。

村民刘德说，这项惠民政策加快了朝阳村

的发展，也加快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

速度。朝阳离镇上有8.4公里，以前搭车去镇上

来回需要十多

元，公交车的延

伸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的出行，一

块钱就能到镇

上，我们都非常

高兴！

据了解，向

朝阳村现在发展

观光农业、特色

饮食、乡村旅游

等经济，公交车的开通极大地增强了群众的致

富信心。同时，也方便了 107 名学生上下学

出行。

同仁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马新仁告诉记

者，今天这条专延伸到朝阳村，是我们积极响应

国务院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发展战略，将

交通惠民政策切实落到实处，让老百姓真正享

受到国家交通惠民的政策。今天群众的反响也

特别好，公交车的发展就是让老百姓受益。

在朝阳村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村民们掏出

一元钱，高兴地搭乘开往隆务的首趟公交车感

受公交车带来的喜悦与便捷。

据悉，这条专线涉及郭么日、向阳、尕沙日

和朝阳4个村，惠及至少4500余人。

幸福公交到朝阳

本报讯 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养

老机构互相独立，养老院不方便就

医，医院里又不能养老。老年人一旦

患病，需要经常往返家庭、医院与养

老机构之间，既耽误治疗，也增加了

家属负担。

在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下，

“医疗”与“养老”相结合后，老人们足

不出户就有专业团队上门为他们检

查身体、排忧解难。

近日，泽库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

与省交通医院青南支医专家团队联

合深入泽库县敬老院对老年人开展

健康体检活动。

活动中，医务人员细心、认真地

为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详细为老年

人问诊、检查体格、测量血压、血糖

等，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实现疾病早排

查早发现。在体检过程中他们还对

患者制定药物治疗方案并进行健康

饮食指导，根据患者病情免费发放价

值1257元的药品。

针对老年人提出的问题医务人

员耐心答疑，并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宣

传健康保健知识，倡导大家以科学健

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泽库县人民医院以老年人需求

为导向，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拓展服务范围，提供更全面、

更优质的健康服务，使老年人能够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拥有更加

幸福的晚年生活。

老人们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专

业的健康服务，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养老就医有了切实的保障，全社会

关心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越来越

浓了。

足不出户享服务
医养结合落实处

在朝阳村满员的第一趟在朝阳村满员的第一趟公交公交。。

文/图 本报记者 韩丽

精准脱贫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