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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31 日电（记者李凤
双、邹大鹏、杨喆）杨老汉这辈子不记账，心
里却有一本“脱贫账”：第一个月“工资”还完
债给老伴儿买了身新衣服；去年底用一个月
“工资”买了大彩电；最近用半个月“工资”补
齐了自己的“大件儿”——半口假牙……

种了一辈子地，哪里来的“工资”？65
岁的黑龙江省林甸县鹤鸣湖镇东升村脱贫
户杨志友咧嘴一笑，露出满口洁白假牙说：
“以前年底卖粮，一年见一回现钱，如今按
月进钱，就业扶贫让俺也成了‘上班族’！”

杨志友老实巴交、踏实肯干，村里人称
“杨老汉”。2013 年一场大水，淹了贷款种的
13 亩田，他和老伴儿因灾致贫。“当时就想，
这下子没办法翻身了！”杨老汉犯了愁，本就
松动的牙齿掉得没剩几颗。

2018 年，为带动村民就业脱贫致富，
在驻村工作队协调下，东升村成立了林甸
县东升绿化养护有限责任公司。最初，许多
村民观望不前：“能有这好事？村支书他爹
咋不报名？”

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朱伟志赶紧动员老
爹朱福春“上阵”，却碰了一鼻子灰。三番五
次劝说后，朱福春报了名，没想到一下“干
上瘾了”。“这活儿不仅能锻炼身体，午休时
还能跟乡亲们一起拉家常。”朱福春说。

杨志友也在第一批报了名，开始“护花
护绿”新生活。“这两年公司总培训，学了不
少技术，每个月能挣 2100 元！”杨志友指着
村里脱贫挂历上自己领“工资”的照片说，
2018 年 5 月在村委会第一次按手印、数钞
票的感觉终生难忘。

“老激动了，又开心又舍不得花，这么多
年没添过新衣服，最终领着老伴儿去城里从
上到下换了一身。”杨志友说，2018 年，他和
老伴儿干了 7 个月，一共赚了 14700 元。
收入有了保障，杨老汉开始逐步实现一

个个“小目标”。20 多年的电视“鸟枪换炮”，
今年又分两次镶了上、下口假牙。“半口牙得
花半个月‘工资’，还是有点心疼，过去没钱
只能挺着，这算是‘大件儿’了！”他说。

除了在绿化养护公司工作，杨志友还享
受林甸县当地畜牧业扶贫政策，通过“托牛
入场”和养猪分红，每年还有 5000 元收入，

加上自己再种点经济作物，早已“翻身”。
“存了多少钱？那不能告诉你，得留点

底儿，反正咱光荣脱贫了！”当记者问及收
入和存款时，杨志友笑着说。

“公司也经历不少风雨，尤其 2018 年
6 个务工村民被蜱虫咬伤后，公司送到外
地专业医院救治、担负全部医药费，给每个
村民都上了保险，大伙一下子有了‘上班’
归属感。”东升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乔士平
说，通过就业扶贫带动，参加招工村民人数
从 30 多人增长到 170 人，过去村里农闲时
火热的“麻将馆”，如今也都“关门”了。

在东升村，乡亲们享受着产业扶贫红
利。走进脱贫户张春龙家，庭院里种满了紫
色的八宝景天，他正忙着除草。“去年卖了
2.3 万株，挣了 6900 元，没想到咱这小菜园
也能赚这么多钱！”张春龙说。

朱伟志告诉记者，东升村建设的百万
宿根花卉基地，目前花卉已扩繁至 100 万
株，带动 13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2000 元。

林甸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当地
突出产业扶贫功能，通过奶牛和生猪养殖、
订单种植、庭院经济等，带动贫困户长效脱
贫致富。目前，全县每个贫困户至少有 2 个
以上扶贫产业带动。

新华社拉萨 8 月 31 日电（记者王泽昊）初秋，
雅砻河谷迎来了丰收季。一大早，山南市乃东区颇
章乡哈鲁岗村的村民便忙碌在田间地头，操弄着
农机收割成熟的青稞。昔日的“乞丐村”旧貌换新
颜，辛勤劳作的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根朽木做拐，一个破麻布口袋装粮，衣衫褴
褛地沿街乞讨，旧西藏时期乞丐潦倒穷酸的形象
令达瓦普穷老人印象深刻。“他们没有家，靠四处
讨要为生，生活的全部都维系在这糌粑口袋上。”
达瓦普穷说。

1959 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哈鲁岗村只有 24
户，民主改革中，政府把附近的 20 多户乞丐和无
家可归人员安置在这里，“乞丐村”之名由此而来。

现年 81 岁的达瓦普穷，西藏解放之前是哈鲁
岗庄园里的一名“朗生”（农奴的一种）。旧社会农
奴主残酷的压榨，导致他双眼失明，养女巴桑旺母
一直照料着老人的生活。饥饿、疲惫、惶恐是达瓦

普穷对旧社会最深的记忆。
达瓦普穷说：“农奴一天吃的糌粑还没我现在

一顿早饭吃得多。西藏民主改革后我才真正睡了
一个踏实觉，不再没日没夜地支差役，也不用挨农
奴主的皮鞭了。”

回忆起做农奴的日子，达瓦普穷不禁感叹，饱
餐一顿糌粑是所有人的奢望。哈鲁岗村一带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成为旧社会乞丐的聚集
地。乞丐的生活令人唏嘘不已，但在当时达瓦普穷
等农奴的眼里，他们过的还不如乞丐。

如今，糌粑成了家家户户都吃得起的食物，品
种繁多的蔬菜、水果也被摆上了百姓的餐桌。2011
年，哈鲁岗村成立了雪穗星水磨糌粑加工专业合
作社，其生产的白糌粑、黑糌粑、豌豆糌粑等产品
凭借品质优、口感佳，逐渐在乃东区有了名气。

同时，合作社每年盈利的 15 万元，还被用于
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过去糌粑吃不饱，现在我

们靠加工糌粑挣钱，真是不可思议。”合作社负责
人强巴旺久说。

西藏民主改革后，雪域高原迎来前所未有的
快速发展。进入脱贫攻坚战以来，西藏更是按下了
摆脱贫困的“加速键”。

哈鲁岗村旧时泥泞的道路、破旧的房屋已被
水泥路和藏式新居所取代，村民勤劳致富的实际
行动让“乞丐村”之名被淡忘，教育之花绽放夺目
光彩。2016 年底，哈鲁岗村宣布脱贫，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 100％，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
盖，集体经济带动就业创收效应愈发明显，2019 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1.2 万余元。

哈鲁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索朗次仁说：“村子
的面貌是一年一个样，所有的露天厕所、灰棚、柴
堆等已经全部清除，村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水磨
糌粑合作社、温室大棚等集体经济解决了部分村
民特别是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村民多吉欧珠去年又买了一辆二手越野
车，专给小儿子跑运输用，这已经是家里第二辆
车了。多吉欧珠的父辈曾沿街乞讨至颇章乡，民
主改革后便在哈鲁岗村定居下来，一家人曾经
居住的土坯房如今已变成了藏式二层小楼。通
过打工、务农，多吉欧珠家一年的收入有 12
万元。

刚从糌粑合作社值班回来的多吉欧珠，还
没来得及换下沾满糌粑粉的外套，就迫不及待
地带记者去二楼客厅参观。走进房间，只见藏式
长柜上摆放着各种饮料和食品，墙壁上张贴的
一排排奖状格外引人注目。

多吉欧珠高兴地介绍起孙女阿珍的一项项
荣誉，“阿珍学习非常努力，考上了上海共康中
学，将来她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

从多吉欧珠欣喜的神态和坚定的语气之
中，记者感受到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扔掉乞讨拐、别了破口袋，住新居走新路
西藏昔日“乞丐村”的脱贫路

（上接 1 版）在这里，连呼吸都很困难，改善生
活、发展生产更是难上加难……

从普玛江塘出发，向东行驶 1676 公里，就到
了位于“三岩片区”的昌都市贡觉县雄松乡。

“三块石头支口锅，四面秃墙搭个窝”，在山高坡陡、
土地贫瘠的横断山区，这里的贫困发生率曾达 40%。

普玛江塘乡和雄松乡，是西藏贫困的缩影。
在西藏自治区扶贫办主任尹分水看来，西藏

的贫困状况可以用“广、大、高、深、难”来形容。
“西藏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占比大，扶贫成本

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巩固脱贫成果也难，脱贫
攻坚前全部县（区）中贫困发生率超过 20% 的县
（区）达到 47 个。”尹分水说，作为我国“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面积最大的地区，这里脱贫难度之大，不
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

要解决西藏绝对贫困问题，需要前所未有的
魄力与智慧。

从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到一望无垠的藏北
草原，从千沟万壑的藏东乡村到遥远壮阔的“天上
阿里”，脱贫攻坚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
贫、援藏扶贫”“五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基本支撑。2016 年以来
累计投资 400 多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800 多
个，带动 23.8 万贫困人口脱贫，受益农牧民群众
超过 70 万人。

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关键之举。搬迁 26.6 万
贫困人口，占农牧民总数的近 10%，超过贫困人
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有效杠杆。依托国家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专项
资金，落实专兼职生态补偿岗位 65.5 万个。

……
春风消融了冰雪，传递着一个个脱贫故事——
普玛江塘乡的村民索朗多吉说，作为辅警他

每年有 1 万多元收入，妻子织氆氇（一种毛织品）
每年有 4000 多元收入，再加上生态岗位、草场补
贴等，全家年收入近 3 万元。

雄松乡的次仁多吉已经搬到了位于较低海拔
地区的新家。“房子宽敞明亮，我还开了间茶馆，每
天有几百元收入，日子越来越好了。”次仁多吉说。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位于喜马拉雅山深处，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玉麦乡只有桑杰曲巴和
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被称为“三人
乡”。得益于脱贫攻坚，如今的玉麦发展显而易见：
通了路，走出大山更加便捷；有了网络，小卖部也
能用微信支付；通了电，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阿里地区的楚鲁松杰乡，位于祖国最西端的边境，
平均海拔约 4100米，每年大雪封山时间长达半年。

楚鲁松杰乡党委书记罗绍勇说，这里距首都
北京超过 5000 公里，但国家的发展没有落下任何

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人，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帮
扶下，470 多名群众已脱贫。

西藏的 62.8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一个人都
能享受到因贫施策带来的获得感。

今年 43岁的索巴塔次来自昌都市丁青县，去年
在县人民医院免费筛查中确诊为包虫病患者，经过
手术目前已经痊愈。他说：“幸亏有‘健康扶贫’政策，
我能免费检查、免费治疗，住院不用垫付一分钱。”

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曾经在西藏
广为流行，是农牧民群众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原
因之一。西藏统筹农牧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
保险制度和政府财政三方面资金，保障符合手术条
件的患者“不出藏、无预约、无等候、零支付”。2017
年以来，西藏统筹调动 3000 余名区内外医务人员、
近 500 名医护专家，完成全区 300 多万人口的全人
群筛查。目前西藏包虫病人群患病率已基本接近全
国平均人群患病水平。

告别了贫困，好日子就在前方。

凝聚磅礴伟力

干群同心战贫“拼”出小康画卷

从滇藏线进藏，一定会经过盐井，它位于澜沧
江畔、茶马古道上。

31 岁的果拉卓玛在这里开了一家“藏家乐”，
经营着一道当地特色美食——加加面。

“藏家乐”是一座两层小楼，每到中午便坐满
了人，大家都冲着“加加面”而来。

迎着脱贫攻坚的春风，2017 年盐井古盐田启
动创建 5A 级景区，国内外游客涌入，盐井成了昌
都的游客集散地。

“这两年，来西藏的游客越来越多，今年前期
受疫情影响生意曾有所下滑，随着疫情好转现在
一天至少能卖出 2000 碗。”果拉卓玛说，“现在国
家的政策这么好，命运要靠双手来改变，幸福生活
要靠双手来创造。”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每一个贫困户都在拼搏。
同样拼尽全力的，还有成千上万党员干部。
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阿里地区，距离拉萨

1700 多公里，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札达县
底雅乡干部赤列旺姆克服路途遥远且路况差的实
际困难，走遍了全乡所有村、小组，记录脱贫过程
中各类问题的笔记本留下了好几本。

“每次看到脱贫群众的笑脸，我就觉得再苦再

累也值得。”赤列旺姆说。
远在阿里，苦在那曲。那曲市双湖县措折罗玛

镇罗玛尼直村扶贫干部次旦久美，近几年奔波在
扶贫一线，2018 年在前往村委会途中，突然晕倒，
将生命奉献给了扶贫事业。

奔跑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是一面旗帜。众多的党员干部奋斗于苦寒之地、群
山之间，扎根在牧区、生活在农家，用汗水、鲜血乃
至生命，诠释着对奋斗必胜的信念。

到目前，西藏连续九批选派干部二十多万人
次，深入全区的村居开展驻村工作。连续选派优秀
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实现村居全覆盖。先后有
数十名党员干部牺牲在扶贫一线。

在西藏干部群众的背后，还有来自全国的大
力支援。

1994 年，中央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
轮换”的援藏方针。17 个对口援藏省（市）及 16 家
对口援藏央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从给资金、建项
目，到培育产业、经济合作、技术支持。

20 多年来，援藏工作不间断接力。尤其是
2016 年以来，累计签约项目 247 个、资金近 350
亿元，累计援派 2500 多名医疗人员和支教教师进
藏帮扶。即便是今年遭受疫情重大影响，来自湖北
省的援藏工作队，仍然克服困难，全方位、深层次、
体系化推进鄂藏两地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增强受
援地经济发展动能。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西藏和全国人民在一
起，齐心协力，共奔小康。

创造反贫奇迹

历史性跨越彰显制度优越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的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中，西藏连续 4 年综合评价为“好”，是
始终保持在第一方阵的省份。

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西藏告别贫困的
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
辉煌的有力见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西藏脱贫攻坚，在“世界屋脊”筑起了生态文
明高地，在高原上生活的各族群众享受到了保护
生态带来的红利。

山南市扎囊县植物种苗繁育基地里，阿扎乡的
村民正在这里忙碌。这个面积近万亩的生态扶贫项
目落地后，周边贫困群众将自家的土地流转过来获

取租金，同时还来到这里打工，挣一份工资。
在种苗繁育基地工作的卓玛曲吉说：“在家

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让家乡更绿了，感觉心里特
别美。”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把生态补偿作为一
项重要的脱贫抓手，累计安排生态岗位补助资
金 79.86 亿元，农牧民不再和大自然抢饭吃，而
是吃上生态保护饭。

西藏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改变了
农牧民的命运。

“在党和政府带领下，我们村脱贫啦！”洛扎县
边巴乡雪玛村村委会主任丹增卓嘎说，“我发自心
底地觉得我们普通群众就是新西藏的主人。”

同样是“新西藏的主人”，错那县门巴族群众边
巴占堆的感受更深。门巴族是我国总人口在 30万
人以下的 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说，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说
明总书记始终把我们放在心上。”边巴占堆说。

脱贫攻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学专家
郝亚明说，西藏的脱贫攻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生动地阐释
了道路自信。

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的双湖县
已经顺利脱贫，县委书记杨文升说：“在这样自
然环境极其恶劣、脱贫难度大的地方能够实现
脱贫，放眼全球，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下才能做到。”

脱贫攻坚任务基本完成后，更宏伟的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建立防返贫帮扶机制。对已脱贫的群众
和边缘人口中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全面排查，关注
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制定帮扶救助措施。在波密
县，今年初投入 50万元资金，为 2.5万名农牧民购
买了“防返贫保”保险，预防农牧民因病因灾返贫。

——全方位巩固脱贫成效。壮大农牧产业
经济效益，把产业基地发展起来，把合作社带动
起来，把农牧民组织起来，发展农牧区产业。

——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在首批摘帽县中
开展试点，整体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
和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提升工程，解决相对贫困
难题，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在“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市克松
村，水泥路面干净整洁，藏式楼房错落有致，这
里去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 2 万元。曾经一出生
就是农奴的索朗顿珠感慨说：“今天的好生活，
过去做梦也想不到。”

经历民主改革，决战脱贫攻坚。雪域高原，
换了人间！（参与采写：陈尚才、刘洪明、李键、唐
弢、王炳坤）

8 月 31 日，位于青海省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
的来塘村学校迎来秋季开学。
57 岁的老师完么仁增早早来
到学校，等待学校仅有的 7 名
学生前来上课。

来塘村学校位于大山之
中，海拔近 2800 米，是为村里
的小学生开办的教学点。2013
年起，来塘村开始实施整村搬
迁，大部分村民搬出原址，孩子
们也大多前往搬迁点附近就
读，学校的规模逐渐缩小。目
前，村里还有 11 户村民经营家
庭农场，依托当地草场资源生
产生活，学校为年龄尚小的 7
名儿童提供教学。

7 个孩子，4 个一年级，3
个参加学前教育，完么仁增老
师一个人上语文、数学两门课。
学期伊始，孩子们很兴奋，坐在
明亮的教室里，听完么仁增老
师讲课。书声琅琅，回荡在大山
深处。

在来塘村学校教书 30 年
的完么仁增老师说，再过两三
年，这批孩子将离开来塘村学
校继续接受教育，自己也快退
休了，他和学校都将完成育人
的使命。

新华社记者张龙
摄影报道

1 位 老 师 7 名 学 生

 8 月 31 日，来塘村学校，完么仁增老师在指导一年级学生马文辉学习。
 8 月 31 日，来塘村学校，完么仁增老师在上课前将学前班的孩子马玲抱到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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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友在展示挂历上自己第一次领
工资的照片（8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喆摄

庄重的承诺 历史的奇迹
西藏自治区决战脱贫攻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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