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主编、责编：卢有均 美编：胡笙6 邮箱：xzrbzks@163.com

地处纳西民族乡东部的纳西村，坐

落于澜沧江畔，距芒康县城 110 公里，

这里干热的河谷气候为发展种植业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今年 8 月，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

村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纳西村属半农半牧村，耕地面积

856.1 亩，目前全村人口 290 户 1286 人，

拥有盐田 950 块，农作物以青稞、小麦、

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核桃、苹果、

梨、石榴、李子、橘子、花椒等。近年来，

该村借助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盐

业、酿酒业、种植业等，使家家户户都有

了自己的产业，蔬菜种植面积达 332.12

亩，拥有葡萄酒知名企业 2家。

纳西民族乡有“西藏红酒故乡”的

美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练就了自酿

葡萄酒的传统手艺，纳西村人更不例

外，其手艺在当地声名最响。

近年来，为带动葡萄业发展，促进

群众增收，纳西村党支部以“规模化种

植、机械化加工、协同化收购”发展思

路，按照“支部+协会+企业+农户”发展

模式推动葡萄业发展，在成立葡萄协会

的基础上，着力在技术培训、宣传推广、

做大做强上下功夫。截至目前，该村葡

萄种植面积达 600 亩，其中规模化种植

494.11 亩，预计今年葡萄产量 60 余吨，

可带动 160户群众户均增收 3750元。

“下一步，我们将以改进作风狠抓

落实为抓手，引进葡萄新品种，扩大种

植面积，并邀请专家授课，提升群众种

植技术，切实做大做强葡萄产业。”纳西

村第十一批驻村工作队队长林波说。

纳西村地处“茶马古道”旅游线上，

自然、人文景观独特，山高谷深、景色壮

美，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

候特点。

近年来，该村借助当地“千年古盐

田”、天主教堂、扎古西石刻等旅游景点

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在“党建引领+企

业 加 盟 +突 显 特 色 ”的 旅 游 服 务 架 构

下，打出了乡村旅游、民俗客栈、盐井葡

萄、特色加加面四张特色旅游牌，一大

批特色旅游经济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散发出勃勃生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纳西村通过旅游接待、餐饮服务

等实现创收 230万元。

纳西村别名“盐井”，因产盐而得

名，是茶马古道上的一颗明珠，距今已

有 1300 年的食盐生产历史。其盐业生

产采取的晒盐方式，可谓世界上独一无

二，完全靠天然风干而成。盐民从澜沧

江边的盐卤水井中背回卤水倒在各自

的卤池中风干浓缩后，再分倒在盐

田风干、结晶成盐。目前，该

村有盐田 950 块，20 户村

民 从 事 盐 业 生 产 ，

年产盐 300 吨

左右，产盐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创收

的一条重要渠道。

纳西村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文化

繁荣，拥有盐井中学、盐井小学、盐井幼

儿园多所学校。近年来，该村除修建盐

井博物馆、村级文化活动场所、村阅览

室等文化场所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外，还

涌现出了自治区级“二胡”非遗文化传

承人次仁旺堆、国家级制盐传承人卓玛

拥宗、“弦子”传承人杨培等文化名人。

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这里先后走出大学

生 6000 余人，为全区各行业发展贡献

了纳西村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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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是 拓 展 农 业 多

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

价值的重要举措，是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培 育 乡 村 新 产 业 新 业

态的重要途径。

近日，农业农村部

公 布 2023 年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 名 单 ，全 国

256 个 村 落 入 选 ，我 区

山 南 市 琼 结 县 加 麻 乡

昌嘎村、昌都市芒康县

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林

芝市朗县朗镇冲康村 3

个村庄上榜。

我区此次入选的 3

个 村 ，具 有“ 产 业 优 势

鲜 明 、服 务 设 施 完 善 、

乡风民俗良好、品牌效

应明显”等特点。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他

们 将 乡 村 的 资 源 、生

态、文化优势转化为产

品、产业、经济优势，有

效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实 现

了高质量发展，在全区

起 到 了 较 强 的 示 范 引

领作用。

秋日，林芝大地秋高气爽。驱车

赶往朗县朗镇冲康村，宽阔的柏油马

路，层林尽染的山峰划过车窗，风景

如画，冲康村在元宝山的环抱下美丽

而安静。

冲 康 村 隶 属 朗 县 朗 镇 ，由 冲 康

组、阿布、玖杰 3 个自然组组成，距镇

政府驻地约 12 公里，距县城约 21 公

里，今年 8 月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记者看到，在该村冲康庄园景区

外，新鲜的苹果、葡萄、梨、李子摆满

了水果摊。“都是本地水果，口感很不

错，核桃也是刚采摘的，都可以先尝

后买。”冲康村村民央金一边熟练地

剥着核桃皮，一边热情地招呼着每一

位路过的游客。

眼下正是核桃热销季节，在景区

外的各摊位上，成堆的新鲜核桃尤为

醒目。“冲康村种植核桃历史悠久，拥

有朗镇最好的核桃园，共有上百年的

核桃树 385株、上千年的核桃树 56株，

现有挂果面积 1200 亩，年产量达 30

吨。”冲康村党支部书记益西多吉介

绍说。

“为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增加群

众收入，今年，我们计划通过网红直

播带货、抖音线上销售的方式售卖核

桃，预计有 15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村委会主任贡觉说。

乡村振兴，产业加持。2020 年 12

月，冲康村以成功申报犏牛养殖项目

为契机，成立了占地 800 平方米的犏

牛养殖合作社。目前，该合作社有工

作人员 4 名，共养殖 65 头犏牛，2022

年实现销售收入 15 万元。“随着合作

社犏牛养殖技术逐渐成熟，下一步，

我们将扩大经营规模，争取让群众分

到更多红利。”益西多吉憧憬着未来。

近年来，冲康村始终坚持支部引

领、党员带动，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采取

“党支部+旅游+农户”模式，积极打造

朗县首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冲康庄

园，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2022

年，该村经济总收入达 1149万元。

“依托冲康庄园景区和千年核桃

园林，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致富

梦。仅依靠景区旅游，每年差不多就

有 8 万元的集体收入。”冲康村驻村工

作队队长马丽娜介绍说，该村还结合

千年核桃林和农牧民庭院资源，大力

发展农业观光旅游和庭院经济，推动

家庭旅馆建设，并结合冲康庄园这一

特色文化遗产，发展文化旅游业。

“我们在这摆摊，不仅售卖自家

产的水果，还会售卖一些在林下采集

的松茸、青冈菌等，每年差不多有 7 万

元的收入。”在冲康庄园外做生意的

村民央金开心地说。

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冲康

村逐步成为外地游客和周边群众休闲

游乐的好去处。在村民其律开办的家

庭旅馆内，出来游玩的周先生正在院

子里吃着糌粑、喝着酥油茶。“如今通

了铁路，从林芝市区来这里很方便。

我趁周末带家人出来感受一下乡村美

景，感觉非常棒。”周先生如是说。

“2016 年，我利用家里的空闲房

间开办了这家家庭旅馆。旅馆现有 8

间房，能容纳 23 名游客同时入住。虽

然现在不是旅游旺季，但时不时仍有

游客入住，一年的营业收入在 6 万元

左右。在国家的好政策下，不用远离

家人就能赚钱养家，感觉现在的日子

特别舒适、也很有奔头。”村民其律说

起自己经营的家庭旅馆，侃侃而谈，

一脸的满足感。

秋末的阳光在云层间躲闪着，

透过村道两旁茂密的沙柳，斑驳的

阳光更显温柔。一排排藏式小院，

“隐藏”在高大、金黄的杨树之间，

展现出宜居乡村的宁静、美好。

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琼结县

加麻乡昌嘎村。

风景如画的昌嘎村，2021 年

获评自治区“幸福宜居示范村”，

2022 年入选自治区“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村”，今年更是获得“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等称号。一系列荣誉的背

后，是昌嘎村坚持“生态建村、绿

色兴村”的发展之路，着力推动人

居环境整治，打造花园式宜居乡

村的执着与坚守。

“走！我先带你们看看我们

村民家中的变化。”刚进村，昌嘎

村“90后”党总支第一书记巴桑多

吉就迎了上来。

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村

民次仁卓玛家里。

次仁卓玛家的院子不大，却

收拾得十分干净敞亮。推门而

入，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堂的花草，

让人心旷神怡。

院中的月季、天竺葵、铜钱草

等数十盆花草齐整地摆放着，一

朵朵红艳的花朵萦绕枝头，分外

亮眼。

热情的次仁卓玛将我们迎进

屋内。“比起以前，现在我们村每

户在环境卫生方面做得都非常

好。我也喜欢利用闲暇之余在家

里养花种草，看着它们，让人心情

格外舒畅。”次仁卓玛说，“如今，

村里不少人都在自家院子以及客

厅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这

些已经成为乡亲们在家居装扮中

必不可少的点缀。”

今年年初，次仁卓玛一家还

新建了浴室，整个浴室铺设了瓷

砖地板，洗漱用品在架子上整齐

摆放，墙上安装了热水器，洗澡更

是方便了不少。“现在我们一家人

不用到县城洗澡了，家里随时可

以用上热水，非常方便。”次仁卓

玛指着新建的浴室说。

窥一斑而见全豹。次仁卓玛

家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是昌嘎村

群众生产生活新风貌的缩影。随

着生态振兴步伐的加快和环保卫

生理念的深入人心，建设美丽家园

已经成为全村群众的共同行动。

离开次仁卓玛家，记者在昌嘎

村里兜兜转转，看到的是干净整洁

的街道、错落有致的藏家庭院

和树木连片、河水潺潺的

自然环境，既闻不到饲养

牲畜的臭气，也看不到乱

堆乱放的杂物，村容村貌十分干净

整洁。

据巴桑多吉介绍，昌嘎村始

终把人居环境改善提升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狠抓“人畜分

离”整治难点、扎实推进厕所革

命、积极探索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让昔日脏乱差的环境一去不返，

村容村貌“颜值”大增。

近年来，通过采取“政府引导、

村委组织、群众集资、财政补贴”的

方式，昌嘎村共建设人畜集中分离

牛圈40座、总面积达2320平方米；

全村 176户完成户厕改造，普及率

达 93％，今年底将实现全村全覆

盖，引水入厕、入卫、入厨行动也已

覆盖全村半数农户。同时，通过

“固定点＋流动哨”“图标＋图画”

等载体，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生态岗位保洁员等力量，

对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服务和

日常监督管护，创新“绿色银行”垃

圾分类积分奖励兑换模式，让行动

变积分、积分变商品，充分调动群

众环保积极性。

一 系 列 扎 实 有 效 的 绿 色 行

动，既撑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的面子和里子，也让群众感受

到了满满的幸福感。

生态建设改变的不仅仅是环

境，还帮助村民拓宽了致富增收

渠道。通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发展苗圃基地，昌嘎村群众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以“全

区重点区域造林绿化工程”为契

机，于 2014年建立的苗圃基地，通

过久久为功开展全民植树，不仅

将苗木卖到了山南多个县区，还

将本村林地面积扩大到 6500亩。

村民巴桑已在苗圃基地工作

了 7 年，现在每月收入 3000 元。

对此，他很满意。他说：“在苗圃

基地上班每月收入很稳定。几年

来，苗圃基地种的苗木都长成了

大树，基地规模不断扩大，不仅美

化了村庄，更带动了大家共同致

富。”

“苗圃基地每年能为村集体

带来 10 多万元的收入，苗圃里的

树苗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摇

钱树’。”昌嘎村党总支书记拉巴

次仁说，“植树造林、改善人居环

境 等 ，让 我 们 的 家 园 变 成 了 花

园。未来，我们将借着乡村旅游

的东风，把村庄打造成休闲度假

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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