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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札达县旅发委任职的那些日子

札达县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景

点占据阿里地区的半壁江山。“旅游兴

县，开放富民”的发展战略一直刻在县

城南边的山坡上，十分耀眼。每年 5 月

初到 10 月国庆节是旅游高峰期，札达

县一年接待游客约有 10 万人次。

札达县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有关古格王国一夜之间神秘消失的传

说，游客们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探究竟。

其实县内还有许多历史文化遗址和非常

优美的自然风景，甚至超过古格王国，

只是不为人知。

更古老的象雄王国都城（也称穹窿

银城）据传也在札达县曲龙村境内。虽

然象雄王国已灭亡一千多年，但从现存

的都城遗址仍能窥见当年的恢弘气势。

遗址位于一座土林的高山上，从远处看

就像一只大鹏张着翅膀翱翔飞行，非常

壮观。象泉河流经遗址前方，每当黄昏

来临，摄影爱好者就会站在象泉河边拍

摄遗址的倒影，在光与影的美妙结合中

感受历史的沧桑。

关于遗址所在地还有一个争议。刚

来阿里地区工作时，我在噶尔县基层锻

炼，下乡调研古入江寺，该寺是阿里地

区唯一的苯教寺庙（苯教是西藏最原始

的宗教，发源于阿里地区）。住持带我

看了古入江寺旁的穹窿银城。我们爬上

山顶，放眼南坡脚下，有三条河流正好

汇集于山底，往东能看到冈仁波齐。住

持坚称穹窿银城就位于山的肚子里，当

时人们就住在类似蜂巢状的洞窟里。前

些年这里出土了许多文物，其中有八面

金佛面具。

札达土林是札达县的特有名片，第

一次见到札达土林的人无不为之震撼。

历经风雨打磨的土林千奇百怪，有些像

城堡，有些像佛塔，有些像扣钟，有些

又像动物。而近距离接触又仿佛置身于

另外一个星球。札达土林分布在 25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其中发育最好的核

心区域约 800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发育最好的土林。古格王国、穹

窿银城，包括一些小的城堡如香孜城堡、

多香城堡、达巴遗址、皮央东嘎洞窟遗

址和一些寺庙等等，都是因地取材地建

立在土林之上，很是壮观。

札达县也是佛教后宏期的发源地之

一。作为吐蕃后裔建立起来的古格王国

在重振佛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县内的

托林寺、玛朗寺、卡孜寺、日巴寺、东

嘎寺、热布加林寺等都是在这个时期相

继建立，距今都已有千年的历史。这一

时期的古格王国繁荣昌盛，并与印度、

克什米尔等地有了直接往来，俨然已成

为西藏的政治经济中心。由于古格王国

的灭亡再加上政权逐步东移，藏西阿里

逐步边缘化，只留下了残存的建筑，外

表看上去显得有些凋敝和沧桑，但寺内

的壁画和精美的佛像仍栩栩如生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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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社会之繁荣。这种沧桑的

背后是古格文化的凝结。

尽管县内有众多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迷人的

旅游资源，但事实上，县内旅游

业的发展还很单一落后，远远跟

不上旅游发展要求。多数游客来

札达县只为看古格遗址和托林寺，

由于其他景点比如穹窿银城和精

品土林等不广为人知，再加上这

些景点离县城远，交通不便，少

有游客光顾。此外，旅游旺季一

房难求，价格贵得离谱，其他物

价也高居不下。这是县旅游业面

临的一个现实情况，严重制约了

旅游发展。

我于 2018 年 7 月中旬调任县

旅发委主任，到年底离开，在这

个岗位工作了近半年时间。边区

的县直单位给我的直观印象是人

员编制少，难以满足正常工作的

需要。比如旅发委，正式的人员

编制只有4个，实际编制却有5人，

即超编一人，而且都是领导职务。

县直其他单位编制一般也只有几

个，最少的只有 2 个，很难满足

正常的工作需要。

关于编制的问题，由于历史

原因，整个西藏编制总数都很紧

缺。行政编由上级决定很难增加，

而事业编虽可根据自身财力进行

灵活调整，但西藏 90% 的财政都

由中央拨付，所以事业编也很难

再增加。其次，县级政府在基层

治理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

级设置的机构县里也必须要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仅有

的编制平摊到各个单位就很少了。

再者，由于边疆地区担负着维护

稳定的重任，基层在这方面又承

担着比较重的任务，而且西藏边

疆的人员居住分散，因此在编制

安排上都向乡镇基层倾斜，这在

结构上也进一步加重了县直单位

的缺编。这种缺编的问题，给实

际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和挑

战，但积极的一面是能锻炼人处

理问题的能力。

在日常的工作上，一个单位

维稳值班需要 2 人 24 小时在岗，

驻村、开会、培训、休假、产假

等方面都要占用人力，而且当地

产假和驻村都是一年。基于高原

地区的特殊情况，每个人休假、

培训一般也得两个多月。这样算

下来县直单位要是能够正常运转

至少需要 8 人，而现有编制（包

括超编）难以维持县直单位的基

本的工作。因此，为了维持单位

运转，县直各单位都在从乡镇抽

借调人员，旅发委也从各乡镇抽

调了 5 人。这是县直单位面临的

一个实际困难。

尽管抽借调在阿里地区是一

个普遍现象，由于地直、县直机

关原有干部配置难以满足工作要

求，县里从乡镇借人，地区从县

里借人，原有倾向于基层的干部

配置必须协调解决，也衍生出些

人员捉襟见肘的问题。

首先是人员管理，抽借调人

员是过来帮忙工作的，管理上会

比较松散，这样会影响整个单位

管理。而且这种借调工作一般是

长期的，这就会导致一些工作责

任归属难，核心工作交接难等，

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对人

穹隆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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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管理往往和本单位正式编有

所不同。长期的借调对于当事人

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

没在原单位工作一般不会在原单

位提拔，而工作单位没有编制又

不能正式调入现单位，在评级、

定岗等方面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

不利，这会影响干部的成长，也

会间接影响单位业务和基层政权

的建设。

其次很多临时的借调人员没

有从事过具体业务，也没有进行

类似的培训，所以专业的业务能

力又会成为工作的掣肘因素。比

如旅发委，当时没有一个人持有

旅游执法证，在县内就不能进行

旅游执法。这些问题使得工作难

以推动，特别是涉及到项目建设、

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就容易出现

问题，对行政的效率和廉洁产生

很大的挑战。

刚到旅发委时，我就面临一

些紧迫棘手的问题。每项问题的

解决都会涉及到各方关系，再加

上单位人员缺乏处理这些问题的

能力，进一步增加了难度。不过，

凡事都是双刃剑，这些困难对于

处理事情的分寸、方法的把握、

能力的提升也是一种锻炼。

我在旅发委处理观光车闲置

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单位在 5 月份采购了一批旅游观

光车，用于景点运营，但观光车

一直闲置，我 8 月份上任后才知

晓此事，当时就想着赶紧用起来，

一是考虑到离国庆旅游旺季只有

一个多月了，时间紧；二是闲置

时间长，容易产生流言；三是希

望能尽快让群众参与旅游，吃上

旅游饭。说干就干，运营许可、

售票点搬迁（原先售票点位于县

城边上，离古格遗址 18 公里，现

搬迁至古格遗址脚下约 2 公里的

地方）、观光车运营保障等相关

工作准备就绪后，9 月 1 日观光车

正式运营，到国庆结束，这段时

间的收入有三十几万。去除了驾

驶员的工资、保险费，还余下 28

万多。这些利润，古格景区脚下

的两个自然组各分 20%，旅游公

司分 20%，剩余的 40% 由旅游公

司对全县的贫困户进行分红。虽

然收入不多，但影响很大，开了

个好头，让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虽然在旅发委工作时间不长，

但我的组织协调和处理问题的能

力着实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为以

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

时，我也更全面地掌握了辖区内

的旅游发展情况，进一步了解了

当地社会生态。这些经历使我对

西藏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对于未来更好地服务西藏大

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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