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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同仁县寒意依然未减，乘车驶
往扎毛乡的路上，目之所及，一个个美丽
村庄错落有致，一个个富民产业落地生
根，由脱贫攻坚战役带来的崭新生活正在
这片土地上逐步变为现实。

最美藏乡引来人气
“这些年农村可是大变样，道路宽敞、

街道整洁、庭院优美，老百姓的精气神都
和以前不一样了。”快到村口时，扎毛乡党
委书记才让东智感慨道。

扎毛乡位于同仁县城西南部32公里
处，乡政府驻地叫扎毛村。“扎毛”，藏语意
为“皇后”，据说古老的羌族曾在这里繁衍
生息。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这个略显偏
僻的古村落现如今只留下了一些美丽的
传说和几颗百年古树。

“这些古树年龄最小的也有两百多年
了。”才让东智说道。

群山环绕中，扎毛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站在村口，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高
原最美藏乡·扎毛”几个朱红大字格外醒
目。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幽静的美丽藏乡
几年前还是全县深度贫困地区。

“刚到扎毛村时，村庄道路泥泞不堪、
房前屋后柴草乱堆、河沟路旁垃圾乱倒，
全村212户800多人，人均年收入全县排
后，村民既无出路也看不到致富的希望。”
才让东智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扎毛村的变化是从‘美丽乡村’建设
开始的。”为了改变“一方土地养活不了一
方人”的窘境，县委县政府多次专题研究
讨论扎毛乡的脱贫问题，组织有关部门专
门为其量身打造“原生态藏乡风情谷”旅
游建设项目。几年来，通过“特色村寨”、

“传统村落保护”等一系列工程的实施，从
根本上改善了村容村貌和群众出行条件。

改造后的扎毛村河水蜿蜒流淌，连绵
青山叠翠，再加上生态旅游、绿色餐饮、民
俗表演……原本偏僻无名的小村庄开始
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纷至
沓来。

村子变美了，如何依托青山绿水，让
贫困村民走出一条具有藏家特色的富民
之路才是最终的落脚点。

为了依托旅游资源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扎毛乡按照旅游发展规划，修建标志
性景观大门，打造百亩花海景观，同时，围
绕“休闲、度假、体验民俗风情”，烧烤、采
摘品尝、扎毛河漂流、户外骑行等旅游体

验项目不断推陈出新，经过三年多的努
力，该村已成为同仁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
典范。

最棒手艺富裕今朝
环境在变，村民的思想也在变。脱贫

攻坚开始后，一方面，扎毛乡通过旅游扶
贫、技能培训、易地搬迁等措施，改善贫困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坚持“扶
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引导贫困
群众转变认识，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地改
变贫困状况。

“旅游业兴起辐射带动了其他相关产
业，更多的农民从中获益。你看，这一对
糌粑盒可卖到两千元，还有木碗和精致的
梳妆盒，深受消费者喜爱，旅游旺季时，当
周的订单能达到两万多元。”在村民当周
家，扎毛乡乡长黄万军当起了“导购”。

当周的家位于临街的一个商铺，平日
里，妻子在商铺向游客兜售木制工艺品，
当周则在后院的一间小木屋潜心雕琢。
自幼和父亲学习木刻手艺的他，是扎毛乡
为数不多的木刻技艺传承人，曾获得“黄
南州民间工艺大师”称号，一直以来，当周
家的木刻手艺就常常被村民津津乐道。

当周说，曾经父亲就是靠着这门手
艺，养活全家老小，可是到了他这一代，家
具产业机械化的发展，让木刻手工艺品落
得无人问津，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家里耕
地又少，日子过得紧巴巴。

“前几年手工艺品行情不好，不得不
为了生计四处打工，如果不是村里发展旅
游业招徕游客，我早就丢了这份手艺。现
在忙完了地里的活儿基本闲不下来，订单
多的时候，还要加班加点，不再东奔西跑，
家门口就可以挣到钱。”当周说道。

据了解，为了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
道，改善生活条件，除了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扎毛乡还从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成立了林木育苗、藏药种植、蕨麻种植、牛
羊育肥、旅游等多类型多产业合作社，目
前，全乡共有13家合作社，村民主动脱贫
的氛围越来越浓。

最好机遇吸引俊才
行走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孩童嬉笑玩耍。文化墙上，不论
是党的惠民政策，还是孝老敬亲的标语，无
不让人们感受到新农村的建设成果。

在扎毛村党员活动室，“全国最美宜居
村庄”“农村人居环境基本保障示范村”

“全国文明村镇”“黄南州民族团结进步
村”，一个个烫金奖牌印证着扎毛村的
巨变。

近年来，扎毛村通过倡导喜事新办、
白事简办，大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习惯，如今
大家踊跃参与“文明村”、“五星级文明户”
创建活动，积极争当遵纪守法的模范，群
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环境好了老百姓住着舒坦，返乡创
业的人自然就多，乡村振兴要留得住乡
愁，更要留得住人。”黄万军介绍，这几年
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发展空间的提升，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他们或翻修
闲置院落自营餐饮、民宿，或承包铺面经
营土特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新
亮点。

去年刚从职校毕业的才藏加，原本打
算去外地打工，可是看着村民跑运输、经
营“藏家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经过深
思熟虑，他最终决定留在村里创业。

租商铺、收购土特产、开网店……不到
半年时间，才藏加就在扎毛村的产业发展
大军中，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你看，这些虫草品质非常好，价格也
不贵，还有黄蘑菇、藏药材，这些都是我们
黄南有名的土特产，村民采挖后没有销
路，我在网上帮他们销售，尤其到了夏季
订单特别多。”才藏加翻着手机介绍说。

才藏加说，现在国家对电商扶持力度
很大，毕业回来后参加了几次县里组织的
电商培训班，同仁县有丰富的土特产和旅
游资源，这给了返乡创业青年很多创业的
机会，今后要借助电商和扎毛村的旅游知
名度，把生意再做大一些。

“从离家上学到毕业，每次回来，家乡
的变化都让我耳目一新，村子发展得太快
了，各种旅游设施让这里更像一个风景
区。每当夜幕降临，扎毛村文化广场上都
会响起欢快的乐曲，全村男女老少围成一
圈，唱藏歌、跳锅庄。”对于扎毛村的变化，
才藏加感触很深。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决胜
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吹响，全州上下涌动着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热潮。

聚焦促复工、稳经济，促进企业商业复工
复产，吸纳当地群众就地就业；密切关注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务工就业，多方发力，确保“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实现建档立卡户

“扶贫保”全覆盖，精准帮扶力度不减……近
期，黄南州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积极贯彻落实省州党委、政府“两手抓、两促
进、两不误”的部署要求，坚持“疫情防控第一、
脱贫攻坚不能松劲”的原则，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抓好群众增收，全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2019年，黄南州围绕“两不愁、三保障”、
年度脱贫退出任务及绝对贫困“清零”目标，科
学谋划、多方联动、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顺利
实现了26个贫困村退出、8415名贫困人口脱
贫的年度“清零”目标，同仁、尖扎、泽库三县达
到脱贫“摘帽”验收标准。

“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密切关注贫困群众外
出务工意愿、产业发展需求、扶贫产业生产经
营等情况，全面分析评估疫情对贫困群众发展
生产、务工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统筹谋划推进

疫情防控期间的脱贫
攻坚工作，提前着手
研究部署巩固提升脱
贫攻坚成果行动方案
和‘补针点晴’专项行
动，持续推进实施‘九
大巩固提升行动’，确
保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两场硬
仗。”黄南州扶贫开发
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剑利就当前全州的扶
贫工作开展情况作了
介绍。

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加吾乡江
日村是全州 26 个脱
贫村之一，是同仁县

深度贫困村，下设江日、曼丛、曲加三社，曼丛
社距离县城最远，来回34公里。全村182户
82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0户262人。受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的制约，导致该
村生产效益低、增收渠道少，全村经济落后，脱
贫致富成了老乡难以逾越的坎。

打响脱贫攻坚战后，江日村的变化随之
而来。贫困户 “等靠要”的思想转变了，主
动学习实用技术，树立发展信心；全村基础
设施得到改善，实现通水、通电、通路、通
网；解决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问题，
通过低保、粮补、教育补助、医保、养老、
草补等惠农补贴的发放，以及贫困户产业发
展收益分红，贫困户收入明显提高，人均收
入达七八千元，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落实村
党组织“三会一课”等工作制度，增强党员
意识，尤其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和“手拉手、心连心”党支部共建活
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说起易地搬迁后的新家，拉玛加布一家人
喜笑颜开。新房子坐落在曼从文化广场东侧，
硬化道路通到家门口，水、电、网等基础设施配
套齐全，新房子里宽敞、整洁。“这要感谢党的
好政策，以前住山里，滑坡地质灾害多发，每到
雨天总担心，现在搬进新房住得舒心又安心。”
拉玛加布高兴地说。家里的变化，除了住房，
还有收入。“以前的收入只靠养牛和挖虫草，现
在多了各项补贴、分红收益，还通过就业技能
培训，学习了烹饪和摩托车修理，可以外出打
工赚钱，一家人的年收入加起来将近四五万，
日子越来越好了。”

才让多杰是江日村扶贫第一书记，自
2016年成为驻村干部后，他的工作和江日村
脱贫攻坚密不可分。“脱贫首先要转变村民的
思想观念，我将文件政策全部翻译为藏文，一
字一句讲给他们。知晓政策后再将政策进一
步落实，发放扶贫资金，按照资金的投向合理、
确保效益明显、安全可靠的要求，经贫困户同
意后将到户产业资金统一在喜马拉雅市场购
置商铺，以房租的形式分配收益。还通过贫困
村互助基金、技能培训和‘双帮’工作，切实解
决了贫困户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拓宽了增收渠
道和致富门路，助力脱贫攻坚。”才让多杰就开
展巩固脱贫成果工作如是说，继续落实政策帮
扶，特别是落实好医疗保险、教育优惠政策，防
止因病、因学返贫；开展好扶智扶志工作，踏实
开展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宣讲和
群众思想教育引导工作，充分激发贫困户的内
生动力；继续开展技能培训，让他们多掌握一
门实用技术，靠技能提高家庭收入；认真落实

“四不摘”要求，这既是贫困群众的实际需要，
更是扶贫干部的应有担当；进一步加强村干部
的能力建设，压实责任，岗位上锻炼能力、磨炼
意志，增强工作作风，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一优两高”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治本之
策，15年免费教育、“雨露计划”等教育政策惠
及全村每一名学生。夏吾李太在苏州学计算
机，周泽加和南卡扎西在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
学烹饪，像他们一样走出去的学生越来越多，
改变的机会越来越多，奔小康的步伐也更加
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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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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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旅游业
的兴起，扎毛村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日臻完善。

→通过易地搬迁，扎
毛村大部分危房户都搬
入新居。

拉玛加布一家人的新生活拉玛加布一家人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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