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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

“青稞能变成面包？能做成八宝粥？”西藏日喀则市
江孜县江热乡江热村村民格桑半辈子都与青稞打交道，
但从来没想到青稞能成为自家的增收“密码”。“过去种
青稞，大部分是为了自给自足，现在种出来的青稞，能
够制成青稞饼干、青稞酸奶、青稞面包等产品，产品丰
富了，销售渠道拓宽了，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青稞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食物，是极具特色的高
原农作物。传统的青稞制品以糌粑为主，口感粗糙。日
喀则市是西藏乃至全国重要的青稞生产基地，素有“西
藏粮仓”“世界青稞之乡”之称，如何改变青稞产业状
况，走精深加工之路？

在上海援藏团队牵头下，西藏稞研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多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展开攻关，最终成功
研发出青稞面粉改性技术，解决了青稞难发酵、质构差、
易老化的问题。

今年 8 月，一条青稞谷物专用生产线由稞研公司在江
孜县落地，填补了青稞预拌粉专用生产线的空白。新生
产线投产后，可年产超过 1.3 万吨精制青稞面粉和 2.6 万
吨青稞烘焙预拌粉，全部投产将创造超过 3亿元的产值。

如今，江孜的青稞食品已有 40 多个品类。江孜县建
成小户种植、集中收购、标准生产、统一销售的产业链
条，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的青稞产业发展模式。

平均海拔 4700 米的那曲市聂荣县是一个牧业县。在
聂荣县域内，从远处看，牧民房子零零散散分布在一望
无垠的草原上，每家每户门前整齐堆砌如墙高的牛粪，
造就了独特的牧区景观。色庆乡作为聂荣县第一人口大
乡，过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

“传统畜牧业曾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色庆乡乡
长阿旦说，传统畜牧业产量低，加之人口居住分散、销售渠
道窄，牧民增收困难。2017 年，色庆乡举全乡之力建成聂
荣县色庆乡杂玛多种经营合作社，探索致富新路子。

在合作社上班的牧民江村伍司家里只有 10 头牛。“过
去，一家人生计全靠这几头牛。”江村伍司说，合作社成
立后，他毫不犹豫地将家里的牦牛入股到合作社，由合
作社集约化养殖，牦牛带来的收入比以前高了不少。

农牧业是西藏的小康之基、发展之本。近年来，西
藏坚持农牧业优先发展、高位推进，坚持“稳粮、兴牧、强特
色”，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链条式锻造农牧业发展优
势，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西藏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184.4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4.8%。前
三季度，猪牛羊出栏 147.85 万头 （只），增长 48.6%。肉
蛋奶产量 48.78 万吨，增长 23.4%。其中猪牛羊肉产量 8.04
万吨，增长 41.8%。

传统民族手工业焕发生机活力

今年 1 月，“上海工匠”、Sandriver 沙涓品牌创始人郭
秀玲携氆氇工匠和江孜羊绒产品亮相巴黎时尚家居设计
展，获外国客商点赞。“氆氇这种传统文化让全球看到了
西藏文化的魅力。”郭秀玲说。

走进位于江孜县、上海援建的阿佳格桑工坊，记者
见到郭秀玲和江孜工匠格桑卓玛正忙着对工人进行技术
指导。在她们旁边，47 岁的本地村民央金正坐在新型织
布机前，脚下踩动踏板，手上的梭子从经线中穿过，再
用梳理板将线压紧……央金嘴里哼着小曲，娴熟地操作
着：“以前做过苦力活，现在在这里织氆氇，别提多轻松
了。”央金还去过上海学习技艺，现在她 22 岁的女儿也在
这里工作。

“江孜氆氇”是一项拥有 2000 年历史的非遗技艺，一
般自天然雪域取材，以绵羊脖颈下 14.3—14.9 微米的珍稀
细软毛为原料，要经历反复清洗、梳理、染色、纺线、

织造等多个步骤，才能形成一块块色彩斑斓、图案丰富
的氆氇制品。去年，上海援藏工作队引入郭秀玲领衔的
沙涓品牌，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打造
氆氇制作的“前店后坊”模式，已实现近 30 名当地藏族
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郭秀玲团队通过研发新材料、设计新样式、改造织
布机等，使升级后的氆氇织品不仅保留了藏族传统编织
的原汁原味，而且使产品质量大大提升，并开发出披肩、
围巾、靠垫等多样化产品，受到更多消费者喜欢。

“作为专注技术 30 多年的‘上海工匠’，我看到很多
手工艺在传承中遇到困难。我希望能推动氆氇手工艺受
市场青睐、被世界看见。”郭秀玲说，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进行技术创新，加入现代设计，推出高质量的产品。

如今，上海浦东援藏江孜小组正全力打造氆氇全产
业链塑造，涵盖原材料、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当地
正在建设纤维检测中心，未来，羊毛原料不必再寄往其
他地区进行检测。

近年来，西藏立足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民族文化内
涵，以适应市场多元化需求为导向，重点发展藏毯及藏
式纺织品、藏香、唐卡、藏式家具、民族特色旅游商品
等产业，加快促进民族手工艺品向旅游商品的转化，扩
大产业规模，并逐步加大现代技术装备的引进和推广应
用，强化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等关键环
节，让传统民族手工业在创新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据统计，西藏现阶段民族工艺产品花色、品种达到
2000 多种。截至目前，西藏民族手工业注册并存续经营
的经营主体达 25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6 家，从业者 3.4
万余人。

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冬天的西藏米林市派镇索松村呈现出静谧而壮美的
景象，远处的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
时常被云雾笼罩，难得一睹真容，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索松村周边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冬季的森林虽然少了夏
日的绿意，但树木挺拔壮观。村庄脚下的雅鲁藏布江清
澈奔涌，与雪山、森林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白天的索松村很是静谧，一到了晚上，整个村子就
变得热闹起来。道路两旁的烧烤摊、小酒馆开始营业，

“青春没有售价，相约南迦巴瓦”等醒目标语在灯光下闪

闪发光，轻松、优美的音乐穿
透村庄，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
里吃着烧烤，唱着歌，用他们
的话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
诗和远方。”

28 岁的拉姆在路边吆喝：
“ 正 宗 牦 牛 肉 串 ， 一 串 8 块
钱！”吆喝声引来游客驻足。

“现在村里旅游很火爆，只要
肯 干 ， 肯 定 能 挣 钱 。” 拉 姆
说，这里的村民一年四季都有
活儿干，有些村民在村里的酒
店打工，有些当了宾馆老板，
几乎每个村民都因为旅游忙碌
起来了。

43 岁的久美多吉在村里
开了一家宾馆：“以前都是土路，没有桥，车子根本进不
来，进村只能过河，很危险。用水和用电也不方便，就
算满村桃花开了，但能进得来的游客却很少，种植养殖
业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很紧巴。”久美多吉
说，2014 年修建了雅鲁藏布江大桥以后，游客到索松村
就变得很方便，他家的旅馆从几个床位扩大到现在的 33
间客房，水、电、网样样俱全，生意红火，今年宾馆收
入就有 80多万元。

久美多吉的宾馆是 2017 年开业的，“这个宾馆当时投
入了 300 多万元，一半钱是银行贷款，目前贷款基本还完
了。”他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自己的信心越来越足了。

索松村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一处半山腰，面对南迦
巴瓦峰，有成片的桃林，它是欣赏南迦巴瓦峰最佳位置
之一，因此旅游业是索松村农牧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全
村共有 30家家庭旅馆，人均收入达 3.4万元。

“十四五”以来，西藏累计落实资金 201.6 亿元用于
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国家公园保护设施、历史城镇保护
提升、交通服务等领域项目建设，有力推进了西藏文化
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西藏
接待国内外游客 570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15%，西藏文
化产业产值约 89 亿元，实现旅游总花费 670.55 亿元，同
比增长 13%。

科迦村地处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属边境一
线自然村，与尼泊尔的雨莎村隔河相望，河道最窄的地
方只有 4 米宽。“科迦村距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以科
迦寺为中心，村居环绕相连。”科迦村村委会主任加措介
绍，目前科迦村广播电视、电信、移动信号覆盖率为
100%，农村水电实现全覆盖，农牧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
到 100%。

一间 20 平方米的作坊里，摆放着磨好的糌粑。“这里
是科迦村妇女合作社，一般秋收后会忙活起来，这里负
责加工糌粑、豌豆糌粑和菜籽油。”合作社负责人旦增玛
说，成立科迦村妇女合作社是为了解决赋闲在家妇女的
就业，合作社一年利润有十几万元，带动了 50 多名妇女
增收。

“这几年，科迦村最可喜的变化就是接入了大电网。”
旦增玛回忆，以前在合作社里干活，本来两个小时能做
完的事情，因为供电不稳要花四五个小时。

2020 年之前，普兰县主要依靠两个小型水电站供电，
一到冬季河道结冰，断电便成了家常便饭。4 年前，随着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阿里自此接入全国

电网，科迦村的老百姓有了稳定的大电网。
“过去幼儿园里经常断电，想在班级里放映视频都很

难。现在下课后园内可以不停地放儿歌、广播，还能让
孩子们通过互联网看到外面的世界。”科迦村幼儿园园长
拉巴仓决老师说。

科迦村旅游资源丰富，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一

些村民率先开起了家庭旅馆，吃上了“旅游饭”。“我家
的旅馆有 35 个床位，村里接入稳定的大电网后，每个房
间都提供热水、配备无线网络，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58 岁的村民加央高兴地说，年轻时候自己开长途旅游车，
现在开家庭旅馆，今年收入有近 5万元。

近年来，随着国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科迦村不但
通了柏油路、自来水，还新建了双语幼儿园、医务室等，
水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也基本齐全。

走在村里整洁的街道上，只见路旁一栋栋白色藏式
小院鳞次栉比。坐在门前享受冬日暖阳的老人们脸上满
是笑意。“我们真正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老人江白玛说。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施工队、藏香厂工作。加措介
绍，2023 年科迦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1.8万元。

西藏普兰县千年古村实现美丽蝶变

稳稳的电  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西藏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特色产业显成效  致富路上步伐稳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农牧业加速迈向现代化，民族手工
业焕发生机，文旅产业欣欣向荣……近
年来，西藏自治区坚持以第一产业为基
础，积极推动产业链向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延伸，致力于实现三次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进一
步优化第一产业、壮大第二产业、提升
第三产业，构建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产
业体系，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增
长点。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藏经济发
展势头良好。前三季度，全区实现生产
总值 1785.7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2%，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1777元，同比增长8.1%。分产业看，
第 一 产 业 增 加 值 139.13 亿 元 ， 增 长
14.9%；第二产业增加值739.79亿元，增
长10.9%；第三产业增加值906.82亿元，
增长2.5%。

西藏尼木县村民普琼在自家菜棚里摘菜。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摄 

西藏聂荣县嘎确生态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西藏聂荣县嘎确生态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人在
酸奶生产流水线上工作酸奶生产流水线上工作。。 贡嘎来松贡嘎来松摄摄  

1111月月2020日日，，游客在拍摄珠穆朗玛峰日照金山景观游客在拍摄珠穆朗玛峰日照金山景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邱星翔邱星翔摄摄  

西藏米林市派镇索松村西藏米林市派镇索松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摄摄

在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特色产业孵化园，亚德细褐纺织手工艺传承人南
木珍查看展示的纺织品成品。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