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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果飘香，丰收在望。近日，西藏

各市地的种植基地里硕果累累，满园

飘香。经过春播夏耕的辛勤劳作，种

植户们满怀喜悦，迎来了属于自己的

丰收季。山南市桑日县汁多味甜的葡

萄、拉萨市达孜区沉甸甸的无花果、阿

里地区札达县鲜红脆甜的苹果、林芝

市察隅县的软籽石榴……此时的雪域

高原上，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葡萄种植托起乡村振兴梦

日前，记者来到了位于山南市桑

日县塔木村的超高海拔葡萄种植基地

——帕竹葡萄采摘园。园内早已是果

香四溢，一串串紫黑色的葡萄果穗紧

密，挂满枝藤，摘一颗放进嘴里，甘甜

爆汁，葡萄味浓郁。

据了解，桑日县超高海拔葡萄种

植基地始建于 2011 年，由曲水荣顺生

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桑日镇塔木村

进行葡萄种植试验，试种面积 15 亩，

2014 年，试验获得初步成效。2015 年，

经充分论证，基地严格筛选保留了超

高海拔 A、赤霞珠、美乐、阳光玫瑰、北

冰红等 9 个适应桑日气候条件的葡萄

品种，开始大面积种植。

今年，帕竹葡萄采摘园的收成格外

喜人，葡萄总产量约 1000 吨，总销售金

额预计突破 1000 万元。据帕竹葡萄采

摘园工作人员王姝介绍，今年的葡萄销

售可带来约 300 万元的收益。此外，该

采摘园建有自己的葡萄酒庄，今年约有

800吨葡萄用于酿酒，因葡萄品质好，酿

出的葡萄酒口感醇厚，受到了区内外消

费者的青睐。王姝告诉记者：“我们的

葡萄酒主要在西藏自治区内销售，部分

销往区外各大城市，今年预计销售葡萄

酒 5万支，收益预计可达 800万元。”

桑日县帕竹葡萄采摘园相关负责

人和志荣告诉记者：“目前，葡萄园的

种植面积已达到 8500 亩，主要分布在

绒乡扎巴村、卓吉村、吉荣村，桑日镇

塔木村、奴卡村、洛村，白堆乡藏嘎村

等雅江两岸 3 个乡镇、7 个行政村，带动

了周边的不少村民就业。”

在葡萄园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给

葡萄修枝的赤康村村民索朗边巴，他

说：“我是 2020 年开始来这里工作的，

在 这 儿 学 到 了 葡 萄 种 植 和 养 护 的 技

术，平时我也会带着同村的其他村民

来这里工作、学习葡萄养护技术。”

来葡萄园工作之前，索朗边巴常

在外面接一些散活儿，离家远不说，挣

得也不多，如今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

作，他格外珍惜。“这份工作离家近，方

便我照顾家里，收入也比以前打零工

高，而且比较稳定。”索朗边巴笑着说，

“现在每个月能拿到五六千元的工资，

在这里工作 3 年多，我已经给我的女儿

存了些积蓄了。”

和志荣告诉记者，为了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葡萄种植采摘园会接纳有

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暑期放假的大学

生等来工作，每天给 100 元至 150 元不

等的工资。下一步，桑日县帕竹葡萄

采摘园将继续立足当地资源优势，计

划将葡萄采摘园扩大至 10000 亩，充分

发挥产业带动作用，带动更多周边村

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汉藏夫妻的“甜蜜”致富路

拉萨市达孜区纯净生态采摘园也

在金秋十月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

刻”。走进采摘大棚，沉甸甸的无花果

早已挂满枝头，掰开一个，鲜甜的果香

直冲鼻腔，令人垂涎欲滴。

“现阶段我们采摘园的无花果和

小黄西红柿都可以采摘了，还有少量

百香果也已经成熟。”张涛和妻子忙着

手中的工作，他们一人采摘无花果，一

人将其打包装箱。“这些无花果一部分

是个人订的，一部分是水果店订的。”

张涛说，“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有很多老

顾客和水果店找我预订无花果、小西

红柿等，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包上百箱

水果。”

记者了解到，张涛来自山东梁县，

而他的妻子拉姆则是土生土长的恰村

村民。2004 年，张涛和拉姆走进了婚

姻殿堂。随后的日子里，二人相敬相

爱，在 2017 年创建了属于他们的纯净

生态采摘园。该采摘园于 2018 年正式

运营，共占地 15 亩，建有 8 座现代化温

室大棚，目前已成功种植无花果、百香

果、桑葚、草莓等多种水果。同时，张

涛夫妇还在积极试验种植木瓜、杨梅、

葡萄等水果。

张涛告诉记者，该采摘园正式运

营的同时，他们夫妇成立了纯净生态

农牧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动邀请当

地村民加入，为村民们传授种植技术、

提供就业机会。张涛说：“我们的采摘

园成立至今，一直积极带动周边村民

就业。像大棚改造、升级扩建、除草等

工作，我们会首选周边村民来做，为村

民带来土地流转收入和务工收入。看

着大家的日子在我俩的带动下越过越

红火，我和拉姆心里都特别高兴。”

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

张涛和拉姆夫妇二人也在辛勤付出的

过程中迎来了回报。看着满园的无花

果，张涛难掩喜悦，他告诉记者：“我们

掌握了无花果高原种植的技术和无花

果全年不间断反季节生产种植技术，

全年都能采摘无花果。”全年的采摘期

也意味着收入的增多，张涛和拉姆靠

着这座倾注二人心血的采摘园，过上

了期望中的小康生活。“下一步，我们

计划把无花果产业做大做强，不光让

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也要带动周边

村民增收致富，让大家的日子都越过

越好！”张涛信心满满地说。

甜蜜来袭 丰收在即
—雪域的果园迎来“高光时刻”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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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园工作的索朗边巴。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 杨子

彦）近日，日喀则市康马县涅如堆乡

网格大队组织 20 余名志愿者来到涅

如堆乡塔杰村村民米玛卓玛家的青

稞地，开展“志愿服务进农田，助力秋

收暖民心”文明实践活动，将米玛卓

玛家的 17亩青稞地全部收割。

原来，涅如堆乡网格大队网格员

拉贵通过入户走访发现，米玛卓玛的

母亲生病需要人照顾，家中缺乏劳动

力。涅如堆乡网格大队及时启动“连

心共治、吹哨报到”机制，发动乡机关

党支部、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寺管会

党支部、驻村临时党支部，很快组织

了一支志愿服务队，帮助米玛卓玛家

抢收青稞。

收割现场，志愿者们撸起袖子，

热火朝天地收割、打捆、搬运、堆垛、

搂草……放眼望去，一个个“志愿红”

忙碌地穿梭在金黄的青稞浪中，鲜艳

的党旗、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旗

帜迎风飘扬，成为青稞地里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看到青稞颗粒归仓，米玛卓玛露

出了喜悦的笑容，激动地说道：“好几

天了，我都在为地里的青稞发愁，一

个 星 期 的 活 ，你 们 一 天 就 帮 忙 干 完

了，真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

如今，在涅如堆乡，“微网格”织

成了一张惠及所有基层群众的网格

图，敲门行动坚持问需于民，以“小网

格”托起了“大服务”。截至目前，涅

如堆乡共开展政策宣讲 80 余场次，收

集群众诉求 30件，为民办实事 70余件

次，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满

意度显著提升。

本报昌都电（记 者 贡秋曲措）春

华秋实，岁物丰成，又是一年丰收季，

昌都市各县（区）青稞、小麦等农作物

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

及时采取措施，按照“早准备、早安排、

早动手”原则，组织群众对成熟的庄稼

进 行 抢 收 抢 运 ，确 保 做 到 成 熟 一 块 收

获一块，粮食颗粒必收、粒粒归仓。

截 至 9 月 ，全 市 已 完 成 秋 收 面 积

42.19 万亩，占总计划面积的 54.66%，其

中粮食收获面积 35.12 万亩（完成青稞

收获面积 30.24 万亩）、油菜 1.69 万亩、

蔬菜 2.02 万亩、饲草饲料 3.36 万亩。目

前，洛隆县粮食秋收已全部完成，察雅、

丁青、边坝、贡觉等县粮食秋收进度已

达 70%以上，其余县（区）秋收工作也已

全面展开，全市秋收整体进度与往年基

本一致，保持了正常水平。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和各县（区）农

业 农 村 局 根 据 不 同 区 域 、不 同 作 物 的

成 熟 期 ，充 分 发 挥 农 机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作用，大力推广机械收获减损技术，调

配好机具，开展机收服务和跨区作业，

提 高 收 割 效 率 。 此 外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严 格 按 照 良 种 繁 殖 技 术 规 程 的 要 求 ，

确 保 种 子 田“ 单 收 、单 运 、单 打 和 单

贮”，保证种子质量，为明年种子田和

大田生产提供高质量种子。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将组派相关

业务科室人员分赴各县（区），及时了解

秋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帮助农

牧民打通生产和流通中的堵点卡点问

题，确保有人员、有机械、有服务，及时

开展秋收工作。依托全市农牧业科技

下乡技术包保活动，充分发挥市县两级

科技人员、乡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技术

人员、农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深入一

线、深入田间地头，围绕“三秋”工作中

“收、种、管”三大任务，面对面、点对点

指导群众适时做好收获、秋灌、秋翻、秋

种、冬管等工作，切实做到技术指导服

务精准。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 杨子

彦）金秋时节，萨嘎县政府今年总计投

入 25 万余元推广种植的 2100 余亩“喜

马拉 23 号”喜获丰收。“通过深入田间

采用‘查穗数粒法’进行测产，预估亩

产达到 530斤，亩均增产 50斤左右，预

计直接促进农民增收 27万余元。”萨嘎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拉巴扎西说。

萨嘎县夏如乡夏如村党支部书记

占堆说：“今年，夏如村推广了青稞新品

种“喜马拉 23号”273亩，和往年的种子

相比，新良种植株高，青稞籽粒饱满，有

明显优势。往后我们将继续推广新良

种，有信心促进群众增产增收。”

据了解，青稞新品种“喜马拉 23

号”适宜在海拔 4300 米至 4500 米范围

种植，有利于高海拔农区增产增收。

为确保青稞新品种推广种植工作

顺利进行、推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和集中连片种植，萨嘎县出动县、乡农

牧综合服务中心农技员以及村级科技

特派员，以三级联动形式开展“包乡、

包村、包片”精心指导，确保“耕种管

收”等各环节操作科学精准规范。

除了科技赋能，萨嘎县还持续加

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22 年以来，

萨嘎县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围绕“稳

粮、增收、提质、增效”目标，投入近

1100 万元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4000

亩，投入 560 余万元新修建水渠 23 余

公里，有效提升耕地地力等级，增强防

灾减灾能力，补齐农业设施短板。

萨嘎县推广种植“喜马拉 23号”获丰收
预计亩均增产50斤左右

“小网格”托起“大服务”

涅如堆乡网格大队帮助村民收割青稞

图为昌都市察雅县在用收割机收割青稞。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这里的藏香猪脂肪少、肉质好，吃起来鲜香又有

嚼劲，越吃越有味。”近日，中国工程院“养猪院士”印

遇龙来到山南市隆子县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万头藏香猪标准化养殖基地，在品尝当地生产的藏

香猪肉后大加赞赏。

近年来，藏香猪养殖成了隆子县特色产业发展的

“金路子”，也是湖南省援藏工作招商引资、产业援藏

的标杆项目。

为了将产业做大做强，由玉麦湘科技公司领衔，

引入湖南和山南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在隆子县隆

子镇忙措村建立起占地 163 余亩的万头藏香猪标准化

养殖基地，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养殖公猪、母猪 1200 多

头，自繁自育猪仔 4800 多头。项目建设累计吸引当地

群众就近就业 100 余人次，农牧民就业增收 400 万余

元。藏香猪成了隆子县特色农牧业的“金字招牌”。

推动产业振兴、农民致富，关键得靠过硬技术。

养猪是一门大学问，如何通过现代科技让农牧民

群众“养好猪、好养猪”，让藏香猪的规模化标准化养

殖得到有力的技术支撑，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这

是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印遇龙院士此次应邀

入藏的目的。

藏香猪体型矮小，是西藏原始瘦肉型猪种，也是

国内唯一放养型猪种，肉质细腻、香气浓郁，营养也十

分丰富，广受市场欢迎。

过去，隆子县许多农户都有原生态散养藏香猪的

习惯，但这一方式可能存在杂交猪，造成遗传的不稳

定性。对此，印遇龙院士团队和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决定首先对隆子县的藏香猪进行基因测序，

经过筛选后培育出纯种藏香猪，进而提升产品品质。

走进万头藏香猪标准化养殖基地，29 栋单层猪舍

整齐排列，里面的藏香猪不仅有专人护理，还有专门

的运动场地。基地里值班室、消毒室、锅炉房、水泵

房、隔离猪舍、粪便处理棚、保育猪舍、育肥猪舍及相

关附属设施一应俱全。

“除了这个基地，我们在边境一线的玉麦乡还建有藏香猪生态养殖和保种

基地，预计全县年可出栏藏香猪 1 万头。现在标准化养殖、种猪培育、饲料加

工、污粪处理、屠宰冷链、品牌建设、物流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也已初见雏

形。”养殖基地负责人周白介绍道。

在查看了猪仔的生长环境后，印遇龙院士对养殖基地的保温设备提出了一

些改进建议。他表示，要利用现代养殖技术和智能化装备，为猪群提供一个更

加舒适健康的生长条件，让优质生猪在保持原有品质的基础上，更快出栏。

印遇龙院士所在的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还与玉麦湘科技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实施湖南科技援藏项目“藏猪智

能生态养殖模式研究与示范”，开展藏香猪规模化养殖栏舍建筑设计和温控措

施，以及藏香猪保种、育种、营养技术方面的研究示范。

藏香猪虽“小”，肉却“香”。“它在区外卖 100多块钱一斤。”周白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猪肉的需求逐渐由“量”向“质”转变，

培育、生产优质猪肉，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对此，玉麦湘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坚持科技养殖，自 2020 年养殖基地项

目实施以来，就着力在本地建立科研中心，以保种、育种、留种、改良为重点，引

进区外高新技术，缩短育肥猪生长周期，把更优质的猪肉产品推向市场，并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让更多群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科技支撑、产业兴藏。随着技术力量的持续注入，隆子县藏香猪正在从传

统家庭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养殖的方向倍道而进，这一特色产业的发

展壮大也将让隆子县的农牧民群众在小康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稳。

又是一年丰收季

昌都市秋收工作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