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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布仁沟。

“不管是喂食喂水，还是鸡粪的处理，

全是电脑系统自动控制，不仅饲养科学，

还没有污染。”虽已上班月余，29 岁的饲

养员洛桑曲扎对园区内的一切都感到新

奇，“这里的一切都是高科技！”

洛桑曲扎工作的西藏宏农百万羽智

能化藏鸡产业园，由湖北省第九批援藏工

作队于 2020 年 5 月招商引资入驻，是西藏

农牧行业目前最大的投资项目。“引进的

是世界先进生产线和设备，实现了更高质

量援藏。”西藏宏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宏林介绍说，该藏鸡产业园按照全

产业链思路整体设计推进，可实现“一人

看管 12 万羽鸡苗”的自动化、智能化管

理，产业链尾端生产的有机肥预计年改良

土壤 5 万亩以上，将有效提升山南市高原

生物产业现代化水平。项目建成后，年产

蛋 鸡 100 万 羽 ，满 足 西 藏 地 区 市 场 消 费

90%需求，同步带动 20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结合 26 年援藏实践，必须以高质量

援藏为主线，招引一批一流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升级，推动当地产业跨越式发展。”湖

北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领队、山南市委副

书记、常务副市长李修武说，我们还充分

发挥湖北产业和科教优势，鼓励湖北省内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进藏开展

科研、产业项目。

近年来，湖北援藏重点围绕山南市的

藏鸡、青稞、核桃、文化旅游等优势产业，

以西藏宏农、北大荒集团、安琪集团、湖北

中旅为龙头，重点吸引全产业链关联企业

不断落户，形成要素齐全、协同发展的高

质量援藏产业链条，助力山南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链升级 跨越式发展
本报记者 鲜 敢

“当地盛产红景天、藏木香等传统藏

药材，引进一批专家技术人才，可以将药

材提取物精细加工，相关产品投用到高端

化妆品和药食同源产品的开发上。”看着

厂区内一条条现代化中药活性成分提取

生产线，西藏新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

增尼玛憧憬着未来市场前景。

这位年轻创业者的底气，来源于西藏

昌都新区（高新区）给予的孵化和支持。

作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昌都

新 区 长 期 致 力 于 打 造 高 原 科 技 领 域 项

目和企业的专业孵化器，以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家为

宗旨。

近年来，在昌都新区的牵线搭桥下，

新浩药业相继与华南理工大学、天津科技

大学的科研团队达成合作意向。“园区不

仅在硬件上给力，软件上也配套到位。在

国家级孵化平台里，我们可以引入的资源

更是全国性的。”丁增尼玛感慨道。

“目前，我们有在孵企业 46 家，毕业

企业 19 家，其中生物技术领域企业 11 家，

申请专利的在孵企业占比 34.78%。”昌都

新区党工委书记美朗松布说，下一步，新

区将持续优化政策环境，健全服务体系，

助力科技孵化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加速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

“新区的发展与全市突出优化支持民

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营商

环境，大力发展藏东高原特色农牧业、绿

色工业和第三产业是密不可分的。”昌都

市市长陈军说。

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昌都市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4.6%，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年均增长 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年均增长 14.1%，增速位居西藏前列。

孵化高科技 促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鲜 敢

出西藏林芝市区，沿川藏公路东行约

70 公里，途中翻越海拔 4700 多米的色季

拉山，从云雾缭绕中穿出，青冈、云杉、柏

木翠绿幽深，这里是林芝著名的景区鲁朗

国际旅游小镇，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扎西

岗村就位于鲁朗林海景区内。

扎西岗村依山而建，绿如屏障的小山

坡上，农家阁楼错落有致，阁楼四周芳草

青青，小溪潺潺。“如今，全村 68 户中 52 户

开了家庭旅馆，人均年收入达 2.7 万元，我

们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康村。”村党支部

书记乔次仁说，“是旅游让我们的日子红

红火火。”

走进村民白玛开设的家庭旅馆，消

毒柜、冰箱等现代化设施样样齐全。每

间 客 房 都 有 卫 生 间 ，也 有 免 费 无 线 网

络。旅馆窗外绿草茵茵的牧场上，游客

三 五 成 群 地 骑 马 、射 箭 ，有 的 还 穿 上 了

工 布 服 饰 拍 照 留 念 。 凭 着 热 情 周 到 的

服务以及对旅馆硬件的不断改造升级，

白 玛 家 庭 旅 馆 一 年 光 旅 游 收 入 就 有 30
多万元。

每年 3 月底林芝桃花节后，扎西岗村

便进入旅游旺季。网红民宿“平措大叔”

家庭旅馆生意火爆。“最近我的旅馆天天

爆满。”69 岁的平措感慨，“是党和政府让

我们过上这样红火的日子。在共产党领

导下，西藏的老百姓一定会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幸福！”

近年来，扎西岗村通过“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带领村民发展“旅游+”产

业，相继拓展了响箭、骑马、藏餐等民俗旅

游经营项目，把扎西岗村打造成为集特色

农牧业、风情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新农

村。仅今年第一季度，扎西岗村旅游接待

约 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 300 万元。

吃上旅游饭 日子更红火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红叶李、桃树、国槐、蔷薇……盛夏将

至，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的双拥公园要比

以往更绿。这些树苗都是陕西省第九批援

藏干部，普兰县委常委、副县长吕智勇经协

调运送到阿里地区的。“这次调运的都是去

年试种成功的品种，今年进一步推广，希望

把更多绿色留在普兰县。”吕智勇说。

如今，普兰县城街道越来越绿，广场

也更美了，县城森林覆盖面积不断提升，

环境也逐步改善。树木的增加也在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群众观念。此前，普兰县树

木很少，大家植树、爱树意识薄弱；如今，

大家都很爱护树苗，并且自发组织一些植

树造林活动，珍惜并守护着这片绿意。

变 化 不 仅 仅 发 生 在 对 植 物 的 爱 护

上。这些年，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普兰

县对动物保护的力度也逐步增大。通过

在玛旁雍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

设置管护员，捕捞鱼类、伤害野生动物的

行为也越来越少，普兰县野生动物的种群

数量也在不断恢复。

普兰县的环境生态改观是阿里地区

生态恢复的缩影。阿里地区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工程

和机关庭院绿化行动，2020 年完成义务

植树 2800 亩，完成“两江四河”流域造林

绿化工程 2.1 万亩，防沙治沙工程 29.7 万

亩，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 1.8 万亩。

截至 2020 年底，阿里地区主要污染

物约束性指标和资源消耗水平控制在国

家、自治区核定范围内；空气质量优良率

达到 97%以上，主要河湖水质均达到或优

于Ⅲ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全部达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

好，阿里地区仍是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

环保入人心 高原又增绿
本报记者 申 琳 徐驭尧

5 月的西藏日喀则市康马县涅如堆

乡，成片的紫花苜蓿、燕麦草和绿麦草在

风中摇曳。“种草不仅美了村庄，还富了群

众。”涅如堆乡乡长嘎玛旦达感叹。

涅如堆乡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气

候严寒、风沙肆虐，资源贫瘠、生态脆弱。

曾因长期过度放牧，草地退化严重，载畜

能力减弱。“放牧时，风沙一刮起来，躲都

不知道躲哪儿；白天放完牧，晚上还要给

牛羊饲草，因为牛羊根本吃不饱。”53 岁

的村民土登回忆。

经过不断探索，2015 年，涅如堆乡开

始试种绿麦草 700 亩，平均亩产鲜草达到

5000 斤以上。人工草地上的绿麦草最高

达 2 米左右，最矮的也有 1 米多高，而天然

草地稀稀疏疏，鲜明的对比，在当地村民

中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试种成功后，说干就干，争取项目、

筹措资金……涅如堆乡党委政府成立了

万亩牧草业基地，又探索建立“合作社+
基地 +农户”经营模式，采取“统一流转

土地、引进优质草种、集中种植管理、加

强技术指导、统一收割销售”等方式，将

分散土地有效整合，基地规模不断增加，

成功集中连片种植 2.3 万亩。

合作社员工达瓦旺堆说：“我是一名

搬 迁 户 ，在 合 作 社 开 拖 拉 机 ，一 个 月 有

4500 元收入，能够在自家门口就业，得益

于党的好政策。”

如今，涅如堆乡已开辟草业基地 2.3
万亩，累计生产青干草 5800 多吨、产值达

1400 余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1270 多万元；

群 众 就 近 就 便 就 业 ，劳 务 收 入 400 余 万

元，产业分红 273.2 万元。

种草美生态 打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医生次仁罗布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医生次仁罗布

还记得自己刚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时的样还记得自己刚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时的样

子子。。那时那时，，卫生院只有简单的检查设备卫生院只有简单的检查设备。。

““很多检查不能做很多检查不能做。”。”次仁罗布说次仁罗布说，，更匮乏更匮乏

的是医生的技能的是医生的技能。。

““这让我触动很大这让我触动很大。。我们当医生我们当医生，，如如

果没有本事帮助病人解除病痛果没有本事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工作还工作还

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次仁罗布说次仁罗布说。。后来后来，，次仁次仁

罗布到县医院工作罗布到县医院工作，，硬件水平提升了硬件水平提升了，，但但

是技能并没有提高多少是技能并没有提高多少，，他一直很着急他一直很着急，，

但没有好师傅但没有好师傅，，他也束手无策他也束手无策。。

转机出现在转机出现在 20192019 年年。。林芝市借助援林芝市借助援

藏专家的技术优势和后方力量藏专家的技术优势和后方力量，，依托市人依托市人

民医院全科医学培训基地民医院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先后培训了本先后培训了本

地医护人才地医护人才 73697369 人次人次。。援藏队员与本地援藏队员与本地

医疗骨干结成帮扶对子医疗骨干结成帮扶对子 130130 对对，，制定帮带制定帮带

工作考评办法工作考评办法，，并量化了师带徒和重点科并量化了师带徒和重点科

室建设目标室建设目标。。

据介绍据介绍，，林芝市在岗医务人员林芝市在岗医务人员 13001300
余 人余 人 ，，广 东 每 年 派 驻 林 芝 医 疗 队 员 达广 东 每 年 派 驻 林 芝 医 疗 队 员 达

到到 140140 人 以 上人 以 上 ，，占 本 地 医 务 人 员占 本 地 医 务 人 员 11//1010
以上以上。。

次仁罗布师从广东省组团式援藏的次仁罗布师从广东省组团式援藏的

专家专家，，在专家手把手指导下在专家手把手指导下，，次仁罗布不次仁罗布不

断提高技术断提高技术。“。“老师们的技术好老师们的技术好，，耐心也耐心也

好好，，悉心指导我们每一次医学实践悉心指导我们每一次医学实践。”。”次次

仁罗布说仁罗布说，“，“他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他们孜孜不倦的教导，，让我让我

从一个普通急诊科医生成长为心内专科从一个普通急诊科医生成长为心内专科

医生医生。”。”

如今如今，，次仁罗布已经熟练掌握了许多次仁罗布已经熟练掌握了许多

医疗技术医疗技术，，还不断钻研新技术还不断钻研新技术。“。“现在现在，，我我

们医院里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们医院里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大大

家都以学技术和学好技术为荣家都以学技术和学好技术为荣。”。”次仁罗次仁罗

布说布说。。

组团派专家 医疗大提升
本报记者 徐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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