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B）走集聚集约发展的
路子，农区经济发展才能焕发出新的
活力，才能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首先，整合资源增强了风险抵御
能力。在广大的西藏农区，本身自然
环境就较为脆弱，在农业发展中，气
候、土壤、生产方式、人文思想等客观
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经济的
效益。而整合了资源的发展方式，生
产方式更先进、生产规模更大、市场
销售更有组织，有效地防范和降低了
群众的收益风险。

其次，整合资源将带来一系列的
变革。整合土地、人力、物力等资源，
走现代化发展路子，必然带来各领域
的变革。在群众思想观念上，打破了
过去“死守3亩地”的传统观念，放开
了手脚走出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在

群众生活方式上，打破了过去“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做法，加快了发展
的步伐；在生产方式上，打破了过去
靠人力、畜力进行生产的做法，大型
农机具的机械化生产，成倍提升着生
产效率；在收益和分配方式上，打破
了过去群众苦一年，粮食“人吃一点、
牲畜吃一点、青稞酒酿一点、年底一
点不剩”的状况，走向了分享土地收
益金，盈利分红的方式……这种变革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再次，整合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村
劳动力不足和过剩的棘手问题，极大
提升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收入。目前，像西卡学村一样
的村庄在全市、甚至全区都十分普
遍。发展农村经济，不可避免地需要
解决好这些制约农村发展的现实问

题，“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很好地解
决。

但是，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都
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如何转变广大
群众思想观念的问题。

人的思想转变是最难的事情。
一方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长期
以来，农民只有依附在土地上，才会
觉得踏实、有依靠，生存才有保障。
另一方面，在现实状况下，农民仅靠
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更好地去经营土
地，带来新的更大效益，这种矛盾的
解决，需要一个具有强说服力的切入
点，而“西卡学做法”正为此提供了一
个活生生的范例。

整合好资源，走集聚集约发展的
路子，必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新
的增长极。

（上接第一版C）一定要摆在一
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念好
共产党人的真经、要修好共产
党人的心学、要守好共产党人
的防线。要深入学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
于民主法治人大工作的重要论
述，学习党章、党规等内容。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章党规的
要求和党内生活的准则。

要在抓安排落实上下真
功。要切实抓好十九大维稳
安保工作，梳理好常委会的工
作要点和两级党组的工作安
排、机关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安
排，一一对照落实好。

要在抓工作质量上用真
心。工作中要提高责任心，做
到精益求精，全面梳理人大工
作的必修课、专业课、主攻课
等方面知识。自觉运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主
法治建设理论、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理论来指导人大工作实践，全
面提升人大工作水平。

要在抓作风建设上较真
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作风建设。我们要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区党委“约法十章”“九项
要求”和市委“十项规定”，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好公
车 、公 费 、公 物 等 方 面 的 规
定。不折不扣抓好巡视整改，
按照对照检查及自我批评切
实落实到位。

要在抓作用发挥上见真
效。按照要求抓好党建各项
工作，落实好“三会一课”制
度，按时缴纳党费，按照要求
开展支部活动，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积极主动工作，切实把
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
挥得更实在、把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把领
导干部的表率带头作用发挥
得更到位。

（上接第一版D）纠建并举，建章立制稳步推
进。制定下发《扎实推进“四讲四爱”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建章立制的通知》，修改完善村规民
约、寺规僧约、学生守则、校规校纪、行业规范等
制度规范，巩固提高活动中的好做法、好习惯，
使之制度化常态化。市宗教领域、教育系统、国
企系统分别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新闻联播”
僧舍看活动、主题班会、读书沙龙纳入了各自的
规章制度中，让好的有益活动成为日常习惯和
生产生活的行为自觉。贡嘎县白康村村民主动
要求修改村规民约，完善健全田间地头管理、环
境整治等内容，并将“四讲四爱”主题内容补充
到村规民约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四讲四爱”。
扎囊县乃卡、亚杰村通过实施“深入调研、认真
梳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公开民主、反复研
究，科学成文、易学易用”等“四步走”工作法，组
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便民、易学、
易用，并制作发放了便携版《村规民约》。加查
县塘麦村制定“四讲四爱”文明公约，公约从公
民应具备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修养、社会素
质、为人准则等方面为全村群众的言行提出要
求。隆子县列麦乡、隆子镇小学积极开展“举止
文明、言语文明、课堂文明”进校园活动，形成“六
不五要三提倡”行为规范，并将其纳入了校规，
让学生倡文明之风，践文明之行。

强化引导，思想观念实现转变。将主题实
践与脱贫攻坚、优化发展环境等重点工作相结
合，丰富活动载体，注重方式方法，广泛宣传党
的惠民政策，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转变思想观
念，摒弃陈规陋习。扎囊县申藏村在全村倡导
禁烟活动，教育群众培育健康文明生活习惯，目
前，已有20余名村民成功戒烟。贡嘎县克西村
达娃卓玛享受党的优惠政策，创业致富，生活条
件大幅改善，主动向村委会申请将自己的“生态
补偿就业岗位”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琼结县
下水村白玛德吉主动向村委会申请用自己所学
技能为村里的贫困户进行培训，带领贫困户制
作丝网花以提高家庭收入，她的事迹影响带动
了很多致富能手纷纷参与到帮扶贫困的大军
中。洛扎县贡祖社区央金曲珍、格桑平措、次仁
多吉、古桑卓玛等脱贫群众积极宣讲自己通过
党的政策脱贫致富的经历，他们不仅在台上讲

“四讲四爱”，还将“四讲四爱”带到了日常生活
中，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错那县麻麻乡群众
以前记者采访时要采访补贴，活动开展以后，群
众思想观念积极转变，主动向新闻媒体推荐自
己的家乡。措美县寺庙僧尼主动学唱国歌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爱国歌曲，表达
爱国之情。桑日县增期乡各村群众自发对通往
思金拉措道路沿线两侧及湖周边的环境卫生进
行清理，践行“四讲四爱”。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使我市群众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普遍得到转变，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上接第一版E）加大综合行政执法力
度，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

——约谈惩戒体系方面，出台了
《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对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不到位的县（区）、部门和企业进行
问责谈话。

——巡查体系方面，出台《安全生
产巡查制度》，成立包县负责的 6 个巡
查组，对安全生产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
巡查，发现问题、整改问题、促进工作。

——社会共治体系方面，参考内地
经验，将安全生产纳入“双联户”工作格
局，发挥综治干部安全生产监督员、举
报员、排查员作用，并通过村民大会表
决的方式将安全行为纳入村规民约，取
得了良好成效。

每年，市政府与各县（区）及市安委
会相关成员单位签订年度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书，把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和重点
任务进行分解。

各县（区）、各部门与乡（镇）、村

（居）、县安委会成员单位以及下属单
位、企业层层签订责任书，确保安全生
产有人抓、有人管。

安全生产法制建设不断加快
长期以来，我市坚持安全生产考核

制度，每年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考评，修
订完善了《山南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办
法》，坚持“一票否决”，不断健全激励约
束机制。2013 年至 2016 年，全市共兑
现安全生产考核奖励资金721.94万元，
对考核不合格的县（区）处罚75万元。

——加快出台规范性文件。2014
年，出台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实施办
法》，2016年，出台了《安全生产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填补了我市在安全生产
举报奖励规定方面的空白。

—— 完 善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制 度 。
2016 年，印发执行了安全生产巡查制
度、约谈制度、联动执法制度、隐患排查
制度、片区包办制度、企业“黑名单”管
理制度、工作报告制度、责任保险指导

意见等“八项制度”，推动了全市安全生
产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对道路
交通、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
和烟花爆竹、消防、旅游、民用爆炸物
品、特种设备、校园、食品药品等重点行
业（领域）进行全方位查处，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事故的
发生。

2013年以来，全市共组织开展各类
检查1500余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3.5
万余家次，排查隐患3.7万余项，下达执
法文书1.5万余份，停产整顿非法违法
企业136家，罚款27万余元。

过去五年，全市安监人始终坚守发
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做到不碰、不触，保障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继往开来，不忘初心。相信通过全
市安监人的不懈努力与奋进，我市安全
生产工作会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上接第一版A）
起初，合作社只是在措旦小组试点

运行。
格列第一个带头站了出来，以自家

的 25 亩土地加入了合作社，并按下了
鲜红的手印。

央宗是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
家四口人，老母亲 90 岁，女儿在读书，
妹妹重病，家庭重担全在她一个人身
上。深受无劳力痛苦的央宗，把家里的
8.29亩土地全部加入了合作社……

就这样，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
则下，措旦小组36户农户的407.99亩土
地实现了流转，同时解放富余劳力 84
人。

年底，入社群众都拿到了每亩1000
元的土地兑现资金。从此，措旦小组村
民过上了不用种地就能有收入的日子，
再也不用被“捆绑”在土地上了。

土地入社让村民们尝到了甜头，看
到措旦小组村民得了实惠，西卡学村其
余的村民都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

集中管理——
增效高产有序

走进西卡学村，正是秋收时节。金
黄的颜色成了这个村子的主色调，沉甸
甸的麦穗迎着阳光告诉路人，这是一个
丰收的季节。

隆隆作响的大型农机具，驰骋在宽
阔的田地间，粮食进了袋子，秸秆堆在
了一边。

合作社统一管理土地，以各种大型
农机具为基础，对全村土地进行统一平
整、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
一销售、统一分配，这一方式得到了全
村群众一致赞同。

集中管理的方式在提高了效率的
同时，又大大的增加了土地产出，有效
抵御了市场风险。

“以前春播秋收要一两个月，现在
最多 10 天便能完成，粮食每亩产量也
达到了750斤。”格列笑着说到。

同样高兴的还有村民格旦拉珍，她
告诉记者：“现在不再为家里没有劳力
而犯愁了，旱涝保收。”

机械化的耕种，让粮食实现了丰
收。但由于粮食的价格没有变，带来的
经济效益不是很大。

“合作社得发展壮大，才能对得起
群众的支持。”格列说。

于是，合作社打起了培育优良种子
的主意。

经过良种培育，青稞价格一下由原
来的 1.8 元每斤上升到了 3 元每斤，价
格几乎翻了一倍。

仅仅是育种这项，合作社 2016 年
收入就有68万元。

同时，在本村完成春播秋收后，合
作社还组织全村的农机具走出去，到其
他地方进行有偿作业。

索朗丹增是村里的耕地机驾驶
员。他说：“去外面作业，我们每人每天
的工资能达到200元。”

“合作社成立后，彻底打破了一年
一季的种植模式，向一年二熟迈进。”扎
西拉杰告诉记者。

目前，在市、县两级农牧专家的指
导下，萝卜、小白菜、菠菜等蔬菜实现了
秋季种植。

“我们将加大技术指导，让合作社
能多元化产出，带动更多群众实现脱贫
致富的目的。”市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次
仁云旦告诉记者。

今年，合作社还新增了150亩燕麦
和箭舍豌豆混种试点以及30亩藏药材
试种基地。

……
现在，合作社机械也从原本的3台

增加到了现在的 15 台，合作社工作人
员从原来的 6 名，增加到了现在的 15
名，集中管理着村里的1643亩土地。

转移劳力——
实现多渠道增收

土地入社、集中管理，让大量的富
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

“今年来，随着更多的村民把土地
交付合作社，全村共解放出富余劳动力
411人。”扎西拉杰说。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央宗，合作
社成立后，她家里的8.29亩土地全部交
给合作社，她也成为了市三高的后勤人
员，每月收入2600元。

记者给央宗家算了一笔帐：
市三高工作，每年工作 8 个月，收

入是20800元。
土地流转租金每亩 1000 元，一共

8290元。
生态岗位 2 个，每年 3000 元，合计

6000元。
……
曾经的贫困户，现在年收入能达到

4万多元。
值得高兴的是，群众的观念也在悄

无声息地发生着转变。
“我还从挣到的钱里拿出2万元入

股村里的益民农产品加工公司，以后还
有分红收入。”央宗激动的告诉记者。

和央宗一样的还有今年28岁的村
民小扎西拉杰。

2016 年，他家的 19 亩土地中的 11
亩土地交付给了合作社，他自己也从土
地中解放了出来。

“现在有时间也有精力了，就想着
去多赚点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小扎西拉杰说。

今年年初，小扎西拉杰立足村里沙
多石头多的优势，筹办了属于他自己的
砖厂。

“砖厂前期投资了 6 万多元，规模
不是很大，但效益还是很好。”扎西拉杰
笑着说到。

随着扎西达杰家的砖厂效益越来
越好，他还雇佣了 4 个村民到厂里干
活。

次仁是这家砖厂的工人。他告诉
记者，家里的13亩土地中的10亩都交

给了合作社，我就安心的在这里干活。
离家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收入也
高，每个月差不到能拿到5000元工资。

群宗在村里的奶牛养殖场当起了
饲养员。

索朗丹增当起了合作社耕地机驾
驶员。

边久当上了村里的放牧员。
……
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合作社转移

就业小组的帮助下，通过外出务工、自
主创业等方式，多渠道实现了增收，群
众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西卡学村民
真正成为了新时代的“农民”。

共建共享——
日子越过越好

通过合作社这一平台，西卡学群众
实现了全面增收。走上了共同建设、共
享成果的道路。

据统计，过去最好的年份群众1亩
地收入约610元，现在由合作社来进行
统一管理，群众不用种地1亩地却有纯
收入 1000 元，纯增收 380 多元；劳务增
收方面，由于不用种地，群众务工时间
得以增加，劳务收入由原来的11000元/
人/年，增至现在的 18400 元/人/年，人
均增收7400元。

“真没有想到现在不种地了，反而
能拿到这么多钱！”。 2016 年 7 月，村
民央宗拿到了8290元的土地入社兑现
金，她激动地逢人就说这件事。

村民在获得每年每亩1000元保底
收入的基础上，还可根据合作社运营情
况获得额外的分红收益。

“合作社还将每年纯利润的65%分
配给入社农户，剩余的35%用于保障合
作社日常运营。”格列说。

西卡学村民的致富当然也离不开
政府各部门的支持。

自2011年9月，西卡学村实施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经过土地平整、修建水
渠、加沙固土、客土改良等措施让原来
的耕地形成了“田成方、渠相通、路向
连、林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化
耕地。

西卡学村通过“土地入社、集中管
理、转移劳力、共建共享”的做法，切切
实实让全体村民富了起来，从合作社成
立到现在，村民人均收入增加了近 7
倍。

截至 2016 年底，西卡学村经济总
收入达到了650.12万元，村民纯收入也
达到了8480.76元。

这个曾经的贫困村，成为了县里少
有的富裕村。

如今的西卡学村，人心思定，人人
忙增收致富蔚然成风，大家都奔走在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康庄大道上。

“今年我们还注册成立了农产品加
工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合作社，带领
村民们发展现代农业，增收致富。”谈起
未来的日子，村第一支部书记扎西拉杰
信心满满。

为达到表彰先进、激励后进的目
的，根据市禁毒办、市委宣传部、市教
育（体育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山南
市中小学生中开展禁毒征文活动的
通知》精神，现对荣获优秀组织奖和
一、二、三等奖的集体及个人予以公
示。获奖的集体和个人要始终坚持
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攻坚克难，以饱
满的热情和旺盛的斗志投入到禁毒
工作中去，推动我市禁毒工作取得新
的进步:

一、优秀组织奖
曲松县禁毒办（征文活动领导小

组）
二、一等奖
小学组作品：

《珍爱生命，杜绝毒品》，单位：山
南市实验学校五年级（3）班，作者：达
娃央金
初中组作品：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单位：山南市
东辉中学八年级（3）班，作者：格桑措
姆
高中组作品：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单位：山南市
第一高级中学三年级（7）班，作者：巴
桑次仁

三、二等奖
小学组作品：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单位：浪
卡子镇小学六年级（1）班，作者：次仁
央宗

《开展禁毒宣传，增强青少年禁
毒意识》单位：贡嘎县吉雄镇小学五
年级（1）班，作者：边巴卓玛，辅导教
师：王占禄

初中组作品：
《毒品的危害》，单位：隆子县中

学，作者：白玛顿珠，辅导教师：洛桑
平措

《我们要生命绽放光芒，不要让
它暗淡无光》，单位：错那县中学八年
级（3）班，作者：旦增桌嘎，辅导教师：
白玛多吉

高中组作品：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单位：山

南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9）班，作者：
次仁多布杰，辅导教师：益西曲珍；

《让祖国的明天更豪迈》，单位：
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11）班，作
者：嘎玛顿珠，辅导教师：强巴桌嘎

四、三等奖
小学组作品：

《为了健康，远离毒品》，单位：加
查县坝乡小学六年级，作者：平措曲
珍，辅导教师：次仁旺久

《愿人间充满爱》，单位：山南市
实验学校五年级（3）班，作者：尼玛拉

宗，辅导教师：次卓玛
《我是小小禁毒员》，单位：桑日

县小学，作者：康卓，辅导教师：拉巴
扎西

初中组作品：
《远离毒品，让生命创造更大的

辉煌》，单位：措美县中学九年级（2）
班，作者：美朵桌嘎

《杜绝毒品，远离毒品》，单位：洛
扎县中学九年级（7）班，作者：阿旺色
珍

《冰毒》，单位：山南市实验学校，
作者：桑珠，辅导教师：王刚

高中组作品：
《万众一心毁毒墙》，单位：山南

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12）班，作者：
晋美曲桑，辅导教师：益西曲珍

《毒品的自述》，单位：山南市第
三高级中学高三（8）班，作者：阿旺顿
珠，辅导教师：旦增曲珍

《别让毒品靠近你》，单位：山南
市第三高级中学高三（10）班，作者：
平措次仁，辅导教师：旦增曲珍

公示期限：2017 年 10 月 12 日—
10月19日

公示电话：0893-7863303（市禁毒
办）

0893-7826551（市教育局）

公 示

资源整合农村经济才能焕发新的活力

“不平凡的九件大事”系列评论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激荡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机遇、励
精图治，奋发有为，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为实现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
境。五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为当下宏
大澎湃的中国叙事，是对世界的激励。

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也是一个冲突频仍、动荡不断、恐袭肆虐的时
代。国际秩序艰难转型，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交织，制度供给和创新严重不
足，全球治理滞后。面对怒气冲冲的美国、步
履蹒跚的欧洲，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前所
未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中
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中国方案。因此，中国
不能缺席。

这场大变革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
供了新的契机，也让中国成为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让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至前所未有
的新高度。代表着时代先进性的中国方案，
投射出的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

新，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底气。
五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
行，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
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积极参与制定
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
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其中，“一带一
路”倡议堪称21世纪的“凿空之旅，将中国与
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辟了合作共
赢的新天地。

让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方案之所以能打动
人、引起共鸣，是因为其蕴含超越历史、赢得
未来的进步意义。其本质是要合作而非对
抗，要共赢而非零和，要伙伴而非结盟，要建

“大家庭”而非“小圈子”，要造“百花园”而非
“后花园”。

中国以中国方案为引领，以主场外交为
抓手，以创新为驱动，通过G20杭州峰会、“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成功地把“中
国方案”转化为“国际行动”。中国积极运用
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
色，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机制性
的成果。上述成果就是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
产品，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注入
动力、为国际合作搭建平台。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源于对自身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坚如磐石。中国之所以
从容不迫、披荆斩棘，成就辉煌，正是因为这
一制度蕴藏的勃勃生机与活力。新中国的成
立，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近40年的巨
大成就，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如今中国正昂首
挺胸，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面对风云
变幻的国际形势，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将谋局、谋势、谋发
展，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

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国际棋局的变
迁。冷战结束至今，西方从欢呼“历史的终
结”滑向如今郁闷不已的“后西方”、“后秩

序”，“黑天鹅”接连不断，而自以为是的西方
中心主义的傲慢却遮蔽了双眼，削弱了其自
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事实上，西方遭遇制
度困境，落入了唯我独尊、固步自封，零和思
维的陷阱。不仅如此，近些年来，西方还热衷
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民主制度，由于水
土不服，开出的却是社会分裂、国家衰败乃至
地区动荡的恶之花。这使西方曾经坚不可摧
的信念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与信仰危机。

今天中国的外交舞台从未如此广阔。我
们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强化忧患意识，迎难而
上，趋利避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
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为
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阮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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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