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芝是西藏海拔最低
的地市，平均海拔约
3100米，享有“西藏江
南”的美誉。近年来，
西藏林芝市精准聚焦
深度贫困区域和贫困
人口，依托世界屋脊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生
态环境，持续加大投
入，扎实推进旅游扶
贫，精准施策、深入攻
坚，以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
富，一大批昔日贫困
山村阔步走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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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人间世像

你也许不记得自己注册过哪些应

用，但手机号知道；你也许忘了自己的登

录密码，但手机号能找回……在移动互

联时代，手机号如同一把识别身份的“钥

匙”。用户一旦更换号码，就有可能面临

被陌生信息打扰的烦恼、个人信息泄露

的风险等。

谁来清扫
手机号的“记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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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精准破解“美丽贫困”
仅今年1月~4月，西藏林芝就接待国内外游客213.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2亿元

□ 刘洪明

初夏林芝，阳光灿烂，绿野葳

蕤，黄牡丹、油菜花竞相争艳。世

代生活在南迦巴瓦峰脚下的拉巴

卓玛和丈夫刚刚采购完土特产，又

忙着打理旅舍，迎接即将到来的旅

游高峰。

近年来，西藏林芝市精准聚焦

深度贫困区域和贫困人口，依托世

界屋脊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

境，持续加大投入，扎实推进旅游扶

贫，精准施策、深入攻坚，以产业融

合发展带动千家万户增收致富，一

大批昔日贫困山村阔步走向小康。

高原山区敞开胸怀

林芝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市，

平均海拔约3100米，享有“西藏江

南”的美誉。这里拥有全球保存最

完整、全国最大的原始林区，世界第

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中

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最美

冰川——米堆冰川等世界级自然景

观，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然而，基础设施薄弱和山区农

牧民观念落后，不少群众生活依然

困难。为此，西藏近年来提高拉萨

至林芝的公路等级、改扩建林芝机

场、整治云南贡山至西藏察隅的公

路、整治我国最后通公路的墨脱通

县公路，改善乡村公路通车条件等，

仅在过去5年，林芝新增公路里程

1373.78公里，通外航线增加到6条，

使林芝成为除拉萨外游客进出西藏

最重要、最便利的通道。

不断打破封闭，敞开了高原山

区开放的胸怀。拉巴卓玛说，过去

从公路到索松村只能乘牛皮筏子，

2016年国家投资修通了水泥路，以

前人迹罕至的村庄一下子热闹起

来。2013年，拉巴卓玛开起客栈，又

先后两次扩建，家庭收入由20万元

增加到去年的48万元。

朗县洞嘎镇卓村，坐落在省道

306公路边，距县城35公里，是藏中

旅游环线上的必经之地。“我们村虽

然在省道旁边，是去一些旅游景点

的必经之路，但前些年游客不多，3

年前我们还在种田、打临时工，全家

5口人年收入不到1万元。”37岁的

卓村村民索朗卓玛告诉新华社记

者，“家乡的风景很美，但那时候没

人能利用美景赚钱。2015年底，我

们开始做家庭旅馆，去年收入15000

多元。”

公路成为“流动的市场”

林芝是我国第二大林区，过去

采伐树木是群众收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而当地盛产的松茸、天麻、核桃、

木耳等众多土特产品变现十分困

难。旅游业的发展，有效承接禁伐

后乡村产业空白，破解了群众增收

难题，乡村经济转向绿色、环保方向

发展。

羌纳乡巴嘎村退伍军人久米10

多年前以采伐、销售林木为生。旅

游业异军突起后，他与人合伙投资

150 万元，组建供销合作社，收购

松茸、核桃、虫草等当地土特产，

年收入超过40万元。去年，他还投

资600多万元做起了特色精品民宿

旅游。

去年，林芝接待游客518.7万人

次，每天成千上万名游客穿梭于通

向景点的路途，公路成为“流动的市

场”。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

是前往大峡谷景区的必经之地。“去

年在这里卖土特产收入7万多元。”

在路边兜售土特产的林芝镇立定村

村民白玛说。

秀美山川让长期封锁在大山深

处的群众走出贫困。有着10多年经

商经历的德吉旺姆，去年回到老家

米林县吞白村民小组建起了农庄。

农庄总投资800万元，其中吞白村

35户村民占股65%，试营业2个月

利润就达30余万元。

“公司+农户”的方式不仅在曾

经被忽略的美景中打造了精品民

宿，还引导村民进行施工建设、向导

服务、土特产销售、餐饮接待等旅游

服务工作。吞白村民小组组长乔罗

布说：“有12人在农庄上班，其中6

人是贫困户，工资每月3000元。今

后农庄还从农民手中收购松茸、藏

香猪肉、木碗等土特产放在农庄里

卖，今后肯定越来越赚钱。”

打造“醉美林芝”品牌形象

旅游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林芝

乡村旅游正从单一看风景向体验旅

游转变。“目前，林芝按照‘一村一品

一特一组织’的建设标准，已完成了

18个乡村旅游示范村项目建设；打

造智慧旅游，建设20个乡村旅游信

息化项目，以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乡

村各类资源。”林芝市旅发委主任旦

增桑珠说。

产业融合发展合力支撑，使生

态游、休闲游、农村体验游等业态星

火燎原，全域旅游迅速兴起，大批农

牧民从事旅舍、藏餐、客运等行业发

家致富。仅今年1月~4月，林芝就

接待国内外游客213.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15.2亿元，与2012年同期

相比分别增长93.1%和110.4%。全

市参与旅游服务的农牧民群众达

1358户 8207人次，实现收入6122

万元。

林芝市委书记马升昌说，旅游

业是林芝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林芝

将紧盯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区和全域

旅游示范区目标，围绕打造“地球第

三极”旅游品牌，做好“进藏第一站”

文章，着力提升林芝旅游档次，积极

改善旅游交通、维护林芝旅游形象，

推动形成全域全时全日旅游，打造

“人间净地·醉美林芝”品牌形象。

欢乐迎欢乐迎““六一六一””

“六一”儿童节临近，各地幼

儿园、小学等组织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别具特色

的儿童节。图为贵州省丹寨县

一家幼儿园的孩子们和家长身

着用废旧塑料袋制作的环保服

装走秀。

新华社发 （黄晓海 摄）

□ 周健伟 薛文献 陈尚才

进藏两年，两次走遍全县 8个

乡（镇）46个行政村，徒步走完其中

不通公路的17个村；打造28个“造

血型”产业项目，力推边境小康村

建设；首次实现援助计划外资金超

过计划内资金……在喜马拉雅山脉

崇山峻岭中的西藏墨脱县，来自广

东的第八批援藏工作组怀着强烈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创新援藏体制

机制，倾注真情大爱，与当地干部

群众一起，共同建设新时代幸福美

丽新墨脱。

创新体制机制
援藏工作屡创新纪录

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山高

谷深，发展相对滞后。2016年7月，

广东援藏工作组抵达墨脱第二天，便

开始进村入户了解情况。半年后，工

作组走遍了全县所有行政村，在历批

工作组中是第一次。

在调研基础上，工作组推动援

藏理念从外部帮扶向自力更生转

变，项目从基础建设向产业发展

转变，重点从项目建设向长效机

制转变，方法从输血扶贫向造血

脱贫转变。

一系列创新探索开始实施。他

们将收集到的400多条困难、问题和

需求汇编成册，首次在佛山举办“对

口支援墨脱县洽谈会”，获得各界支

持资金和物资近600万元。如今，争

取到的计划外资金和物资已累计达

到1.6亿元，超过了1.5亿元的计划内

资金，创造了新纪录。

全面对口支援制度、全面联系制

度也建立起来，推动佛山市直部门、5

个区8个镇街与墨脱县直部门、8个

乡镇结对帮扶。工作组8位组员分

片联系各单位、乡镇，累计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130多个，投入资金和物

资2000多万元。

在“佛墨缘”爱心家庭结对帮扶

活动中，墨脱305户贫困户在佛山有

了“亲戚”，这种大规模的家庭结对在

援藏工作中尚属首次。

布局长效产业
援藏项目重在“造血”

“只有‘授之以渔’，才能让墨脱

彻底走出贫困落后和封闭。”工作组

组长、墨脱县委常务副书记谢国高告

诉新华社记者。

围绕“项目是基础和核心，产业

是‘造血’关键”，工作组把援藏资金

划分为 12类 28个项目，重点投向

茶、旅、果、菜、药、艺等产业项目，越

来越多的群众学会种植精品水果、高

产水稻、特色“树化蔬菜”，发展传统

手工艺。

家住墨脱村的门巴族女孩白玛

央欠是种茶受益户。她说，采茶季每

月收入近2000元。目前，墨脱茶叶

种植面积已达7326亩。

走进德兴乡文朗村，一排排门

巴族特色浓郁的小楼依山而建，错

落有致。村内挖掘机、搅拌机隆隆

作响，“魁星阁”等旅游项目正在加

紧施工。

站在半山坡上，谢国高介绍：“我

们正在建设全景观光栈道。墨脱风

光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要把旅

游产业做大做强。”

此外，按照“住房安居化、道路硬

底化、设施配套化、环境生态化、庭院

经济化、景观旅游化”标准，工作组力

推3个边境小康村建设，培育茶和果

蔬产业，让村民有产业增收、能安心

守边。

用情用心 践行“大爱”

进藏以来，工作组牢记“党的治

藏方略的实践者、党的民族政策的执

行者、党的援藏事业的建设者”的使

命和角色，策划开展了“情遍墨脱”系

列活动。

3年援藏，工作组计划3次走遍

墨脱所有乡（镇）、村，现已走完2遍；

在每个村至少住1天，确保联系沟通

的“深度”和“温度”；将茶、旅、果、菜、

药等产业种遍每个乡村；将28个援

藏项目惠及8个乡（镇）等。县政协

副主席扎西措姆说：“工作组实施每

一个项目，都要反复调研、论证，注重

科学规划和长远效益。”

以“火一般的热情和水一般的艺

术”投身实践，工作组在践行“尊重当

地、学习当地、融入当地、依靠当地、服

务当地”原则的过程中，受到干部群众

的赞许。墨脱县旅发委主任拉巴次仁

说：“工作组作风务实，要找谢书记的

话，一般都在基层。他们不只带来钱，

还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思路。”

情 注 边 疆 践 行 大 爱
—— 广东援助西藏墨脱纪实

让父母住危房
开张罚单还不够

□ 欧阳晨雨

近日，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四家单位联合发

出的一份通知，指出主汛期即将到来，如

果赡养义务人有安全住房，但被赡养人

仍居住在危旧房的，赡养义务人须在5月

31日前主动将其接入安全住房生活……

否则，政法机关将自6月1日起视情节对

赡养义务人进行相应处罚。（《安徽商报》

5月28日）

平心而论，这是一份不无温情的红

头文件，也考虑到了当地老人安全居住

的实际需求。据了解，之前，有关部门在

走访中了解到，岳西县农村地区仍存在

为数不少的不孝敬老人的情况，子女居

住在宽敞明亮的新房内，而让自己的父

母长期居住在黑、脏、乱、差等条件简陋

的危旧房中。基于皖南地区即将迎来主

汛期，危旧房屋容易倒塌，危及群众生命

安全，让子女为父母提供住房保障，也算

是未雨绸缪，在倡导孝顺老人的同时，消

除了存在的安全隐患。

从法律上审视，子女自己住新房，却

让父母住危房，不只是一个孝顺与否的

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国《宪

法》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

母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更具体

地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础，家

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

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

房屋”“老年人自有的住房，赡养人有维

修的义务”。

如果子女“能为而不为”，拒不履行

法律赋予的赡养扶助义务，到了“遗弃家

庭成员”的程度，就可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

告”。倘若“情节恶劣”，出现老人住危房

伤亡等严重后果，子女的这种不孝顺行

为，还可能构成遗弃罪，面对的将是“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这

个角度看，当地联合通知所强调的“处

罚”，并非是危言耸听。

问题是，这些看似很“硬”的处罚，在

现实中还很难落地。姑且不论政策适用

老人的年龄大小怎么划分，危房怎么评

定，纵然是子女住了安全房屋，父母还住

在危房，在“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心理

下，又如何判别属于“老人穷家难舍，故

土难离”？如果是老人不愿搬离危房，要

求子女保证其在原居住地有“安全住房、

衣食无忧”，子女又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

力，又是否外出打工未归？而且，翻看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没有关于老人

住房保障不力的对应处罚条款，单是有

轻微违法之处，也不一定够得上行政处

罚、刑罚的门槛。当地至今尚未开出一

张罚单，恐怕与上述缘由也不可割裂。

其实，解决“子女让父母住危房”问

题，光是发个通知、开张罚单还不够。对

于子女不尽孝道、触犯法律的劣行，固然

应当依法处罚，但如何改善老人居住条

件、提供社会保障救助，有关部门同样责

无旁贷。事实上，当地之所以发出这样

一份通知，除了提醒子女应承担法律义

务外，还有“结合汛期到来，以及政府部

门尤为重视的扶贫攻坚工作的推动”“希

望当地老人住房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的意图。既然如此，有关部门恐怕还

得在发通知之外，把防汛扶贫、危房改

造、爱老敬老等实际工作真正做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