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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生产

在林芝市波密县，318 国道一侧的密
林，落满厚厚的松针，踏着松针铺满的林地
往里走，林间全是一片片插有红、黄、蓝等
色彩的标牌。记者正纳闷这些标牌下埋有
什么东西，“天麻博士”仇全雷笑着解释，每
一个标牌下面，就有他的一塘“宝贝疙瘩”。

仇全雷是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他蹲下身，拔下标
牌，轻轻扒拉开松针和浅土层，小心翼翼
地用手采挖，几颗天麻一点点露了出来。

“这 5 个藏天麻的重量大概有两斤多，市
场价格在 400 元以上。与外地天麻相比，
波密天麻由于生长在高原地带，独特的生
态环境优势，使其品质更优，但产量也偏
低。”仇全雷说，虽然品质优良，但波密藏天
麻产业却一直未找好市场竞争的突破口。

2019年，广州援藏工作组远赴云南昭
通，邀请仇全雷到波密发展天麻产业，当
时最吸引他的是波密的好生态。两年多过
去，如今产业初步发展起来，仇全雷反而
为好生态生出不少困扰。“酒香也怕巷子
深！”仇全雷说，都知道林芝生态好，可
好生态种植出的产品怎么才能让消费者认
识到它的价值？这个“生态牌”还真不知
道如何打。

关键时候，波密县委常务副书记邹勇
刚出招了，“企业是我们考察引进的，我
们就有责任扶上马、送一程。”2021 年 4
月，广州援藏工作组与“京东农场”团队
达成项目合作，以打造“京东农场”示范
基地为切入点，围绕藏天麻种植到仓储、
配送、质量追溯开展全程信息化管理。

如今，在仇全雷的波密天麻种植基地
里，物联网传感器密集部署，可以实现温
度、湿度等信息的卫星监测、远程监测，同
时上线的智能管控系统，还能实现数据分
析、智能决策，指导藏天麻的科学种植。

在直播间里，仇全雷对着镜头侃侃而
谈：“一物一码，一目了然……”波密藏
天麻的生态优势清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

波密县扎木镇党委书记张虎介绍，在
仇全雷这样的科技人才带动下，扎木镇仿
野生藏天麻种植面积已达 1653 亩，藏天
麻产业园里“公司+科研+市场+专业种植
户”的产业链模式也日趋完善，累计带动
周边群众增收365万余元，受益农牧民群
众近3000人。

“每天有 200 元的务工收入，加上亩
均 1100 元的土地流转费，日子是越过越
好。”扎木镇东若村村民多吉益西在基地
的林子里一边刨天麻，一边算着幸福账。

海拔低、气候好、生态佳、资源多，林芝
本就有发展林下资源的天然禀赋，如今更
是沿着生态化生产的道路，大力发展茶叶、
林果、蔬菜等高原特色生物产业，易贡的茶
叶、米林的苹果、察隅的猕猴桃、巴宜的蔬
菜……林芝的高原生物产业渐成规模。截
至目前，林芝累计种植特色林果28.1万亩、
蔬菜3.9万亩、藏药材1.6万余亩。

林芝市长巴塔表示，当地正加大易
贡、墨脱、察隅等地茶叶基地建设，抓好
茶叶提质增效和品牌推广，蔬菜种植面积
也将稳定在4万亩以上。以藏天麻为代表
的藏药材产业稳步发展，目前正推进自治
区级藏药材产业园项目建设，藏医药材种
质基因库也正在建设当中。

绿色化生活

仲春时节，微风和煦。
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田地里，油菜花花团锦簇；乡野
畔，野桃花迎风绽放……村民们正忙着装
扮景区、整理民宿、打扫街道，迎接游客
的到来。

嘎拉村有上百亩野桃树，每年春天，
桃花盛开、青稞吐绿、落英缤纷，这里又
被称为“桃花村”。近年来，依托毗邻318
国道优势和漫山遍野的桃树资源，嘎拉村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积极推动乡村振兴。

“我们不光生活环境好，生活水平更是
‘呀咕嘟’（藏语“非常好”）。能有今天
幸福的生活，大家更是有太多的‘突及
其’（藏语“感谢”）。”嘎拉村党支部书
记边巴开心地说。

自然禀赋虽好，美丽乡村不易，为了
进一步改善嘎拉村人居环境，建设起美丽
宜居乡村，边巴这些年花了不少心思。村
两委跟驻村工作队一合计，嘎拉村的“绿

色银行”率先开起来了。
“我们对可回收垃圾进行逐一分类、

制定相应积分，并提供相应生活用品供群
众兑换。”嘎拉村的大学生村官黄海芬
说，通过“垃圾兑换积分、积分兑换商
品”的形式，嘎拉村里村民的生态环保意
识显著增强。

村里干净了，游客更多了，嘎拉村从
2002年以来，每年举办“林芝桃花文化旅
游节”，作为“桃花节”的主场地，2021
年接待游客14万人次，经营收入达460余
万元，户均分红近 10 万元。村民收入也
从2015年的人均1.3万元，增加到了现在
的3.5万多元。

莲花圣地，秘境墨脱。位于喜马拉雅
山脉南麓、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的墨
脱县，被誉为“世界植物博物馆”和“世界生
物基因库”，拥有南迦巴瓦峰和雅鲁藏布江
果果塘大拐弯等众多著名旅游景点。

“我们结合墨脱资源禀赋和地理气候
条件，近年鲜明提出了打造‘三香一链’
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广东援藏干部、
墨脱县委常务副书记叶敏坚解释说，“三
香”就是立足于绿色产业的茶香、稻香、
果香打造的旅游经济带，“一链”则是雅
鲁藏布江特色农业产品链。

背崩乡格林村，是一个临着雅鲁藏布
江的门巴族村落。站在格林达帕山上环顾
四周，远处的南迦巴瓦云遮雾罩，多雄
拉、德阳拉、鲁霞拉等山峰层峦叠嶂，如
盛开的莲花环绕四周。

村外，山坡梯田上的茶园一片翠绿，
临近清明，村民一边忙着采茶前的准备，
一边抓紧整修山路，山顶的观景台也在紧
张施工中。

村里，桃花掩映，屋舍俨然，57岁的
次久卓玛正品尝着“生态饭”的香甜。去
年，她将家里的空房间拿出来打造家庭民
宿，今年新开业还没俩月，已经迎来不少
慕名来格林村观光旅游的各地游客。

“260元一间，还得提前十天半个月预
订。”格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黄家斌说，
只待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到时候村
里又有的忙了。”

近年来，林芝市生态旅游业快速发
展，2021 年接待游客突破 1000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83亿余元。

优质化生态

“雪山林海、云涛彩霞、一岭四季、
十里九景。”巴宜区鲁朗镇，20多年前长
期是国营林场，随着上世纪末西藏全面禁

伐，鲁朗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集中发展
生态旅游产业。2017年，在广东的对口支
援下，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始营业。

进入镇子，路旁的污水处理厂最为显
眼。鲁朗景区管委会主任旺堆介绍，这座
总投资超2500万元的污水处理厂，正是为
了实现小镇“零排放”的目标，同时配套的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景观工程等环保设施。

投资虽然巨大，但在旺堆看来这笔钱
政府投得划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鲁朗
镇百姓富起来的家底，只有高标准建设了
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并
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小镇的运维才能确
保不给环境造成负担。”

不只在鲁朗小镇，环保自觉意识已深
入林芝各地的发展。波密县城向西，318
国道南侧，一个高标准的覆膜式垃圾填埋
场正在改造建设中。从当地经济建设和旅
游业发展前景出发，波密县未雨绸缪建设
高标准垃圾处理设施。在广州的对口支援
下，这个填埋场不仅对土壤和地下水不造
成污染，也初步实现了无异味，周边群众
生产生活基本不受其影响。

怒江峡谷，乱石嶙峋，这个狭长的干
旱地带，放眼皆是灰褐色，绿色是这里的
稀缺资源。但在察隅县察瓦龙乡的许多山
坡上，不时却能看到连片的仙人掌和石榴
树，给这个峡谷带来了不少生机。

仙人掌是天然的，长期生长后居然长
成了树。“我们这里仙人掌连片成林，如今
从云南过来的游客越来越多，经常有人停下
车在仙人掌林旁边拍照。”察瓦龙乡左布村
党支部书记仁青次仁言谈中颇有些自豪。

石榴树是近年种下的，察隅县人大副
主任、察瓦龙乡党委书记吴明军说，以前
村民只是在房前屋后种石榴，2018 年开
始，乡里结合脱贫攻坚和生态修复，逐步
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石榴种植基地，如今软
籽石榴种植达28.91万棵6400余亩，待石
榴进入丰产期，预计总产量 3000 吨、产
值可达 3690 万元，可实现全乡人均增收
约5700元。

因树而兴，因树而生。今年，林芝市
计划完成国土绿化总面积2万亩以上，其
中重点生态修复项目造林1.55万亩以上。
未来，林芝将继续加大对重点区域生态系
统的修复力度，开展江河交汇段面山生态
修复等一批生态修复造林工程，着力提高
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生态是林芝的最大资源、最大优势
和最亮丽底色。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我们
有潜力更有优势。”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林芝市委书记敖刘

全态度坚定。
“人间净地、醉美林芝”，林芝多年前

提出的这个响亮口号，为这里的发展规划
出美好愿景，为此后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实践证明，唯有以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
木、万水千山为根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林芝的环境才会越来
越美，林芝的群众才会越来越幸福，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才会越走越
宽、越走越远。

因地制宜保护生态
徐驭尧

林芝的发展路径证明，发展和生态并
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人的幸福生活与自
然环境的不断优化可以齐头并进，人与自
然可以和谐共生。

和谐共生，意味着我们要积极升级生
产理念。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重工
业、重污染的生产方式天然与这块土地

“无缘”。顺应历史传统，从传统资源中推
陈出新，林芝也在摸索一条立足生态的特
色化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林下资源，波密
天麻种植正是用起了林芝“海拔低、气候
好、生态佳、资源多”的独特生态资源。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从本地最具特色的
资源入手，才能让生产方式符合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和谐共生，意味着我们要积极改变生
活方式。一个区域各项自然资源的承载能
力需要科学评估，并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树
立绿色生活理念。在嘎拉村，村民对可回
收垃圾进行逐一分类、制定相应积分，并
提供相应生活用品供群众兑换。通过“垃
圾兑换积分、积分兑换商品”的形式，村
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显著增强。

和谐共生，更意味着我们要不断提升
环境保护力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对各项环保举措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西藏生态脆弱，保护分外重要。“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不得，在发展之
初就要做好预案、想好措施，切实保护好
生态环境。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归
根到底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充分认识到各
地具体实际情况，根据一区、一地的生态资
源基础开展生产、组织生活、实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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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乙 村 黄 光 尤 ，
7000 株；公爱村黄的田，
3150 株；祥兰村催永勤，
5350 株……”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那
社 乡 油 茶 苗 免 费 发 放 现
场，乡林业站工作人员有
条不紊地对照花名册发放
油茶苗，前来领取的群众
络绎不绝。

多年来，巴马县认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大力发展油
茶、青柚等绿色产业，着
力打造以休闲农业、文化
旅游、健康养生为主的生
态型文旅康养产业，为推
动乡村振兴与全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
动能”。

小油茶唱响增收大戏

4月阳光明媚，站在巴
马县所略乡万亩油茶低改
示范基 地 瞭 望 台 放 眼 望
去 ， 沿 山 起 伏 、 郁 郁 葱
葱 的 油 茶 林 尽 收 眼 底 ，
犹如一张正在浮动的巨型
绿地毯。

时下正是春耕时节，
巴 马 县 的 村 民 们 趁 着 晴
好 天 气 ， 三 五 成 群 地 在
山 坡 上 忙 着 移 栽 油 茶
苗。“我家已经种有 20 多
亩，一年通过卖油茶有 5
万 元 的 收 入 ， 今 年 又 扩
大了种植规模。”那社乡
那 勤 村 六 圩 屯 村 民 罗 福
新 在 村 部 排 队 领 取 政 府
免 费 发 放 的 油 茶 苗 ， 依
靠 种 植 油 茶 摆 脱 贫 困 的
他对未来充满憧憬。

为 鼓 励 群 众 种 植 油
茶，巴马县今年计划向群
众免费提供油茶苗 200 万余株，预计新增油茶种植
面积 2 万余亩。同时大力推进“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积极打造县、乡、村三级种植示范基
地，让油茶成为既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又能产生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绿色产业。

在巴马镇新民社区易地搬迁粤桂扶贫产业千亩
油茶高产示范基地里，工人们正在给油茶树除草、
施肥、培土，一片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这片油茶
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总投入400多万元，种植面积2300
余亩。巴马镇党委副书记黄峥说，基地油茶3年后挂
果，预计年总产值400万元以上，合作社占总收益的
10%，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90%的收益归社区1343
户脱贫户所有，有效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产
业、就业难题。

截至目前，巴马县油茶种植面积达 38.1 万亩，
产值约6亿元。油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稳定产业。

青柚成种植产业新宠

从 3 月初开始，在燕洞镇岩廷村的巴马亚热带
高端水果育苗产业核心示范基地里，每天都能看
到工人们穿梭忙碌的身影。他们忙着挖苗打包、
搬运装车。看着一车车即将移植的青柚，基地负
责人黄江平开心地说：“今年基地培育的青柚苗有
100 万余株，长势良好，移植的成功率估计达 95%
以上。今年的青柚苗已经陆续拉往几个乡镇的示
范基地种植。”

在推进绿色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巴
马县坚持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与加大培育新兴产
业有机结合。2019年以来，全县通过流转土地，充
分整合资源，分别在百林乡、燕洞镇、巴马镇等地
规模化发展青柚种植基地。

在那桃乡立德村青柚种植基地，党员干部、驻
村工作队与群众一起忙着搬苗、定标、种植、淋
水。立德村驻村第一书记凌吉荣说，立德村青柚种
植基地共流转 225 亩，有效激发了农业产业发展活
力，3年后预计每年每亩收入7680元。

为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巴马县持续加
强政府引导，通过优惠政策扶持、基地示范引领、
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和强化管理保障等措施，全力发
展青柚产业。目前，全县种植青柚2200多亩，其中
有 800 亩已经开始挂果，预计今年产量约 80 万斤，
产值约500 万元，2022 年预计完成种植面积5000 亩
以上。

文旅康养动能最强劲

生态资源是巴马县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
大品牌。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巴马县依托独特
的生态资源和养生资源，充分发挥“旅游+”优势，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巴马寿源田园综合体示范点是一处“田园养
生”胜地，这里步步是景，处处含韵：有秀美的青
山，有色如绿玉的盘阳河，有四时如画的田园，有
错落有致的村舍……这里已是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
点，每逢节假日，游客纷至沓来。

巴马赐福湖国际长寿养生度假小镇、平林村敢
烟屯仁寿文化源景区、盘阳河景区等也备受国内外
游客青睐。去年，巴马县接待国内外游客768.4万人
次，同比增长19.29%，实现社会旅游总消费80.87亿
元，同比增长21.4%。

“依托良好的生态条件，我们通过流转土地发展
现代化高效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建设集
循环农业、美丽田园、农事景观、休闲观光、体验
采摘、民宿民舍为一体的田园综合旅游项目，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巴马县委书记黄炳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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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桃花盛开之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本报记者 申 琳 鲜 敢

高原四月，桃花灼灼。在西藏自治区林
芝市，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开得正艳，红红粉
粉、沾雨带雪，掩映着高原的蓝天和雪山，
装点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林芝，位于西藏东南部，是西藏海拔最
低、气候最温暖湿润、生态环境最好、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全国三大原始林

区之一，素有“西藏江南”的美称。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
球第三极生态。

生态要保护、生产要发展、生活要改
善，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摆在林芝发展面前的首要课题。
细数林芝近年发展，一方面，大力保护生态，

积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空气质量在全国地市中
连续4年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大力探索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之路，让更多群众走上
生态路、吃上生态饭，丰富的生态资源逐渐成为
林芝广大农牧民为之骄傲的“幸福不动产”。

桃花与田野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林芝大地上。 扎 洛摄 嘎拉村桃花绽放。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嘎拉村桃花绽放。 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林芝的春天，漫山遍野桃花盛开。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林芝的春天，漫山遍野桃花盛开。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