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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在羊拉乡工作的干部

常说自己的生命“一半交给头顶

上的岩石，一半交给脚下的万丈

深渊”。

受地理、交通、气候等因素制

约，羊拉乡经济社会发展起步晚、

起点低，下辖的4个村均为深度贫困

村。立青农布调研后发现，羊拉乡

要发展，必须大力夯实基础设施。

在上级各部门的支持下，他提出了

交通网与周边相连的公路建设规划。

茂顶村叶里贡村民小组地势险

峻，乡村道路下方是刚建成的通乡

柏油路和110千伏主电网线路。“要

修好通村民小组的公路，又要确保

‘两条主动脉’不受破坏，工程难

度大、建设成本高、资金有限，还

要考虑农民山地被征占问题。”立

青农布说。面对困难，他一边积极

争取上级支持，一边发动群众参与。

“乡里决定修路，可资金有

限，希望乡亲们支持。”立青农布

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群众。有些村民

怕出钱，他耐心地解释。“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自己的事情要靠大

家一起干。”立青农布率领党员干

部带头修路。

“为修好路，立青农布为我们

操了很多心。”村民们齐心协力参

与到修路中。修路所占的山地面积

也无偿让出，大家自愿结队，出工

出力，连伙食和茶水也自行承担。

村里的路修了3年，立青农布人

都瘦了一圈，终于修好了这条路。

在修路等实践中，村民们团结协

作，形成一种力量，推动羊拉发展。

经过8年的努力，羊拉乡新

建、加宽、改造公路200多公里，

全乡52个村民小组全部实现通硬化

路。在立青农布的带领下，通往西

藏和四川的公路也正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中。现在的羊拉乡，道路更宽

更直，昔日“牦牛的角尖”不再是

交通死角，逐渐融入川滇藏旅游环

线。羊拉乡羊拉村村民规球说，现

在村里家家门口都是硬化路，路边

还安上了路灯，家家户户通了自来

水，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因地制宜谋发展

羊拉乡位于滇川藏交界，由于

地理位置特殊，要守护当地的一方

安宁任务艰巨。于是，立青农布建

立了“村村联建”“两省睦邻友好

联防”机制，每年他徒步深入海拔

四五千米的虫草山开展宣传和说服

教育工作，调处边界睦邻纠纷等各

类矛盾纠纷40起以上。

在守护好羊拉乡一方安宁的基

础上，立青农布又想着如何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羊拉村角色村民小组

村民鲁茸吾堆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由于缺乏技术，16岁初中毕业后就

在家待业。通过深入走访，立青农

布得知包括鲁茸吾堆在内的很多年

轻人，都有想学习开挖掘机、转载

机方面的想法，因学费高困住了一

批有理想的年轻人。

“人生路还很长，年轻人不能

因暂时的贫困而不能展翅高飞。”

立青农布心想。于是，乡里千方百

计筹措资金联系了培训机构，把培

训办到乡里，前后共办了两期，吸

引了80多名年轻人前来免费培训。

鲁茸吾堆培训顺利结束后，筹款买

了转载机，如今他家的年收入达20

万元以上。

由于羊拉乡资源稀缺，在当地

政府支持和立青农布的带领下，羊

拉乡对农民加强技术和技能培训，

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全乡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

2017年，在立青农布主导下，羊

拉乡在香格里拉市设立了劳务输出

服务中心，为羊拉乡贫困群众提供

了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岗位，营造出

“脱贫出家门，致富靠劳务”的良

好外出务工氛围。

目前，羊拉乡外出务工人员已

经在香格里拉、维西、德钦以及西

藏昌都、四川白玉等地建立起10多

个有一定规模的劳务基地，解决了

羊拉乡不少村民的就业问题。羊拉

乡各级党组织结合各村的特色，在

每个村都设立了农产品加工、种植

养殖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

集体经济。现发展优质核桃、油橄

榄等种植和藏香猪和蜜蜂养殖，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养猪7600余头，

养蜂1267箱，户均增收3600多元。
本刊记者 高佛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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