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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近日，尖扎县能科乡拉沙村党群服务
中心院内彩旗飘飘，处处欢声笑语，一派
热闹非凡的景象。这是拉沙村江尼种植专
业合作社 2022 年产业收益分红仪式现场，
对于65户村民“股东”来说，这无疑是一
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

拉沙村江尼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7年12月，全村65户村民以现金和土地
作为股份入股合作社，为盘活村集体经济
迈开了最为重要的第一步。由此，拉沙村
以“党支部+合作社+群众”的集体产业发
展模式，破解资金困境、建立利益联结机
制、共建共享，让村集体产业实现“从无
到有”“由小变大”的转变。

“听说今年每户‘股东’都有1万元的
红利，大部分村民都很惊讶，今天领到钱
以后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感谢党和政府的
好政策，感谢村党支部的辛勤付出。有了
这样的党支部，我们有信心把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更有盼头。”拿到 1 万元的红利，
拉沙村村民扎西尖措喜悦之情写在脸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拉沙村江尼种
植专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先后承接尖扎
县国土绿化项目两期，承揽国土绿化项目
130 多公顷，累计种植苗木 40 多万株，收
益资金达到419万元。拉沙村党支部书记旦
增尖措为此自豪不已，据他介绍，合作社

前期遇到资金不足等种种难题，但通过乡
党委、政府扶持并协调县级有关部门，争
取到帮扶资金，及时解决了资金问题，为
合作社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2017年合作社组建之初，作为引领者
的村“两委”一班人曾遇到重重困难，合
作社组建工作一时举步维艰。回想起来，
旦增尖措说，“刚开始时，村民观念陈旧，
入股意愿不强，对村集体产业的发展，这
是致命的硬伤。”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旦增尖措和村
“两委”班子齐心协力，以农牧民党员为突
破口，发动党员率先垂范、带头入股，同
时积极宣传政策，苦口婆心地动员村民参
加农牧民党员冬春培训、进党校集中轮
训、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题研讨。此外，还
积极组织大家外出参观学习……通过一系
列工作，群众一改往日的“固执”，开始争
相入股合作社。

今年，为了顺应遏制耕地“非农化”、
基本农田“非粮化”政策，拉沙村江尼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村民“股东”们，忍痛结
束了他们亲手打造正风生水起的苗木种植
产业。

不久，在能科乡党委、政府的指导和
扶持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村级产
业由苗木种植向生态畜牧业转型的思路，

并再一次取得村民“股东”的支持，成立
了秀博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令人欣慰的
是，江尼种植专业合作社几年来的积累，
正好为产业转型改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
障。眼下，村里投资400余万元的新一代畜
棚正在加紧施工。

“这些年，我们在产业发展上主动谋思
路、求突破，确保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致
富路，拉沙村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不得不

说赶上了党的好政策。”能科乡党委书记任
彦业介绍，这些年来，能科乡立足乡情实际，
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发展理念，以

“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商则商”的原则，充
分挖掘各村发展潜力，通过政策扶持带动、
优势资源撬动、产业项目拉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蹄疾步稳，全乡四村村集体经济收益实
现了从2017 年平均不足5万元到如今村均
超过20万元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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抻平、划线、提起剪刀轻松一拉，金黄
色的羊皮子在尕布手里就变成了一张张形状
不一的版料。接着，尕布换了一把小剪刀细
细修平版料上的羊毛，修好的皮子放置在一
侧备用。近日，国网河南县供电公司员工王
阳阳、洛藏周毛来到河南县尕布的制衣车间
开展安全用电检查及宣传时，看到了这样的
场景。

尕布把从当地收购的新鲜羊皮通过清
洗、除味、染色、风干、软化等流程，送入
制衣车间，流水线上完成了修毛、裁剪、缝
纫、缝花、熨烫等工艺，就出落成一件精美
暖和的蒙古服或藏服。车间内，还有五六名
员工分别在各个功能区忙活。“我们都是尕布
老师带出来的学员，这些都是我们的作品。”
一旁正在给衣服领子缝绣花带的女工热情地
给王阳阳和洛藏周毛展示满墙款式不一的蒙
古服、藏服纸样。

尕布既是学员们的“师傅”，又是这个制
衣厂的负责人。2012年，尕布还在河南县托
叶玛乡的老家拿着“偶拾加”（当地口语，意
为马鞭、牧鞭），在自家草山上放牧。自家草

山面积不大，稀稀拉拉养的几头牛收益并不
高。就在当年，尕布有了新打算，跑到县城
找了一位专做蒙古服的老裁缝潜心学艺，踏
实好学的态度让尕布很快交出了一份让师傅
满意的试卷。2013 年，尕布带着精湛的手
艺，办起了自己的小车间，由于手艺精湛，
在当地小有名气，上门找来定制藏服、蒙古
服的顾客越来越多。

“现在的电动缝纫机和以前老式的缝纫机
相比功能升级了，以前那台缝纫机只能缝直
线，现在的电动缝纫机还能锁扣眼、锁边、
暗缝，针脚也紧密整齐多了。”2015年，随着
订单的增长，尕布把原先1台脚蹬式缝纫机换
成了3台电动缝纫机，附近在家待业的群众也
上门求学实习，有了电力的支持让尕布的小
厂子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60平方米的车间内两台壁挂式电暖器呼
呼地吹出柔和暖风，工人卓玛吉手下的布料
穿过缝纫机压脚就锁了边。“你们一定要养成
人走电断的用电习惯，这个电暖器功率还是
挺大的，使用一定要多加小心。”王阳阳一边
仔细检查屋内所有用电设备的走线、接头，

一边对尕布交代道。
“放心吧，现在有你们常来检查用电设

备，还给我们普及安全用电知识，我们都养
成了科学用电的好习惯。”尕布笑着对王阳
阳说。

在羊皮风干间，地上满是被染成金黄色
的羊皮，待这些皮子干透后，也要被送进制
衣间加工。据尕布介绍，现在临近年关，订
单量较平时有了大幅上升，他在集贸市场还
有个铺子，把客户订单赶完了，就赶做成
衣，供铺子零售。尕布的藏服、蒙古服用纯
羊皮制成，轻巧又保暖，加上做工精良，不
愁销量。

桌子上发黄的本子里用藏文写着满满当
当的订单信息，上面详细记下了客户的姓
名、住址、电话和款式要求等，这是尕布坚
持了近10年的记“手账”习惯，其中不乏许
多泽库、同仁等外地的客户，一件品质上乘
的成人袍子售价可达1.6万元。可靠的电力供
应为尕布的制衣厂发展赋予了“加速度”，靠
着这个小厂子，尕布一家人已经全部迁居县
城，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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