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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318 国 道 沿 线 的 嘎 拉
村，全村共 33 户 149 人，因其左
右两边有大山围绕，又有潺潺的
高山雪水流经此地，每逢春天，桃
花夹岸而开，故又被当地人称为

“桃花沟”。
作为林芝首届桃花节的主会

场嘎拉村，共有桃林总面积 270多
亩，有野桃树 1253棵，每年的这个
时节，桃花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
别有一番韵味，在这里，簇簇桃花，
宛如粉红色的海洋，每个角落都可
以拍出绝美的桃花大片。

作为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重
点村，近年来，嘎拉村依托桃花园
景区，大力开发观光、采摘等项
目，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老百姓
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嘎拉桃花园从 3 月 17
日开园，半个月的时间里接待游
客约 38000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约 200 万元。”提起“桃花经济”，
林芝市巴宜区真巴村党支部书记
边巴十分开心地说，“3 月 31 日桃
花节开幕当天，桃花园接待游客
约 6000 人，当天实现旅游收入
约 19 万元。按目前的情况来看，
今年预计整个桃花季能够实现旅
游收入约 500 万元，比去年增加
约 150 万元。”

春日里的桃花季，嘎拉村游
人如织，为增强游客体验感，今年
桃花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步道 1800 平方米，新增 3 个洗手
间。同时，设置移动咖啡、民族服
饰旅拍、美食、林芝特产等摊位。

“园区还设置了响箭、骑马观光、
网红打卡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边
巴介绍道。

来自贵阳的陈阿姨，今年 76
岁，这次已是她第 3 次进藏。在
嘎拉村，独一无二的雪山和桃花
吸引着她的目光，让她如痴如醉，
不时拍照留念。她认为：“桃花节
以花为媒，文旅搭台，让美丽的生
态‘颜值’转化为了强劲的经济

‘产值’，让百里桃花的动人美景
转化为老百姓的如花笑靥。”

“如今，愿意体验骑马的游客
越来越多，园区也从几年前的一
匹马增加到现在的四匹，一匹马
每天的收入约五六百元。桃花节
期间的工资加上年底分红，如今，
我们村人均年收入达到三万多
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次桃

花节期间，嘎拉村村民乔次仁主
要负责为游客牵马观光。

今年是简晓霞在桃花园做民
族服饰旅拍的第 4 年，几年来，桃
花园的发展与变化让她惊叹不
已，她发觉，随着桃花节活动的不
断拓展，游客不仅仅是热衷于拍
照打卡，而是更加注重深度旅游，
对桃花背后的当地人文风情、老
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饮食风味
等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美景遇美食。桃花盛开的季
节，嘎拉村附近的久巴村温室大
棚里无公害草莓也适时上市。

一大早，带着 22 筐散发着果
香的草莓，次仁旺姆早早来到桃
花园。草莓摊位前，游客络绎不
绝，或品尝或购买。“草莓吃起来
很甜，像我们如今的生活。”十分
钟不到，22 筐草莓销售一空。

3 月的青藏高原，乍暖还寒，
林芝粉嫩的桃花已开遍山野。身
处尼洋河畔、雅鲁藏布大峡谷中，
仿佛仙境一般。为盘活“桃花经
济”，让更多农牧民群众吃上“生
态饭”，走上致富路，林芝已举办
21 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据统计，今年 1—2 月，林芝
市全市乡村旅游累计接待 11.83
万 人 次 ，接 待 收 入 1438.64 万
元。各类旅游业主体累计带动农

牧民转移就业人数为 6864 人次，
实 现 转 移 就 业 收 入 1476.26 万
元，人均收入 0.22 万元。“如今，
更多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赚上
了旅游钱、过上了好日子，享受到
了旅游业发展的成果，一大批绿
水青山通过发展旅游正在成为

‘金山银山’。”林芝市旅游发展局
党组书记、副局长旦增桑珠表示。

█
图\

文

本
报
记
者
王
莉

﹃
桃
花
经
济
﹄
映
红
乡
村
振
兴

—
—
嘎
拉
桃
花
村
产
业
升
级
再
造
奇
迹

游客在品尝当地草莓游客在品尝当地草莓。。

游客在为拍写真照作准备游客在为拍写真照作准备。。

接送游客的马匹接送游客的马匹。。游客在体验射箭游客在体验射箭。。

游客在畅游嘎拉村桃花林游客在畅游嘎拉村桃花林。。

本报日喀则4月8日电（记者 扎西顿珠）近年
来，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立足履职实际，加强主
动作为，创新普惠金融服务方式，加大金融风险监
测排查力度，扎实推进不良贷款防控化解工作，进
一步提升银行机构信贷资金质量，全力改善金融
生态环境。截至 2 月末，全市银行机构整体不良
率同比下降 0.27 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以优化全市金融生态
为抓手，强化横向联动，积极指导银行机构优化不
良贷款清收处置手段，按照“化存量、控新增”的原
则，通过金融教育、行政推动、司法调解、实地催收
等系列措施，推动存量不良贷款处置工作。截至
2 月末，累计化解存量不良贷款近亿元。

同时，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密切关注辖内
银行机构不良资产情况，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
制。一年来，对全市 6 家银行机构开展实地走访
调研，对 1 家银行机构和 1 家保险机构开展金融
稳健性现场评估。并深入重点行政村开展存款保
险知识宣传和存款保险公众认知评估工作，提升
群众金融素养。

此外，人民银行日喀则市分行扎实推进普惠
金融工作，鼓励银行机构不断加大金融产品创新
力度，加强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近一年来，各
银行机构先后推出“青稞产业贷”“康养温泉贷”

“智慧畜牧贷”“乡村振兴·果蔬贷”“小微 e 贷”等
特色信贷产品，切实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金融“活水”。截至 2 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 444.31 亿元，同比增长 29.2%。

在曲松县朱麦沙村，有这样一个藏汉联姻的
家庭，男方来自四川省遂宁市，名叫王良；女方是
朱麦沙村当地人，名叫贡贡。他们的婚姻已有 33
年，两人相视，依然满眼爱意。

多 年 前 ，王 良 离 开 家 乡 ，来 到 西 藏 打 工 。
1990 年，王良在曲松县朱麦沙村的公路工程队与
贡贡相识，彼此心意相通，确认了恋爱关系，一年
后正式成为夫妻。

“在工程队的日子，我看到王良能干又乐于助
人，就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就决定嫁给他。”贡贡害
羞地说。

一开始，贡贡的父母觉得，王良只是到西藏务
工的，迟早都会回四川老家，并不同意两人的婚
事，但后来看到王良老实本分、为了贡贡愿意留在
西藏，最终认可了这个女婿。

在工程队打工攒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夫妻俩
在 1993 年开了一家小卖部，一年后女儿出生，这
个家庭变得更加幸福。

然而，好事多磨。1998 年一场施工事故造成
王良右手残疾、双眼视力模糊。“当时因为伤势严
重，贡贡带着我从山南到拉萨，再从拉萨到成都治
病，在一年多的治疗时间里，贡贡不仅要照顾我，
还得照顾年幼的女儿，真的很辛苦。也正是因为
贡贡这一年多的悉心照料，我得以逐渐康复，我们
的感情也愈加深厚了。”王良说。

随着王良的康复，一家人的生活迎来了新的
曙光。2002 年，在家人支持下，王良组建了建筑
施工队，开始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不仅如此，在
生活中，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有需要的邻居。

有村民需要住院时，他们自己开车送村民去
医院，跑前跑后当翻译，甚至还时常为他们垫付、
支付医药费。多年来，王良逢年过节就为朱麦沙
村 5 户村民送去面粉、大米等生活物资，帮助解决
盖房用的物料 300 平方米，还资助了 1 户当时因
病致贫的困难户。

在王良的家里，摆放着一家人荣获的各类荣
誉证书、奖杯和奖牌。有 2014 年“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个人”、2016 年山南市“优秀共产党员”、
2019 年“自治区劳动模范”、2021 年“自治区文明
家庭”等等。这些荣誉见证了一家人 30 多年来相
亲相爱，与全村群众共同发展的历程。对此，王良
只是淡淡一笑说：“民族团结是我们一家人相互支
持走到现在的基础，也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基。
今后，我们还要在民族团结的路上继续进步。”

受到父亲的影响，王良的女儿也正式入了党，
她牢牢记住父母的教诲，从小就懂得民族团结的
重要意义。去年，她与来自甘肃的丈夫完婚，延续
了民族团结的佳话，继续书写民族团结之花常开
长盛的故事。

日喀则市

累计化解存量不良贷款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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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筑家园 携手植芬芳
——山南市曲松县王良

和贡贡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