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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种水稻、玉米仅能自给自足，现在

种茶可是换来真金白银了。”墨脱县墨脱镇

村民央真介绍说，2014 年她开始种茶，2016

年茶田便迎来了丰收期，如今几年过去了，

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家里 3 亩茶田一年大

概有 1.5万余元收入，采茶量也是一年比一年

多，采摘的茶叶直接卖到茶厂，种多少卖多

少，一点不愁销路。”

拉贡茶场是墨脱县最早的茶场之一，距

离墨脱县城只有几公里。从茶场往县城望

去，群山包围着小城，云雾萦绕着群山，连片

的茶田在清晨的雨后分外鲜绿。茶农桑杰顿

珠的女儿桑杰玉珍腰挎小背篓，在半人高的

茶树上认真挑选着刚长出的嫩芽。“今年是我

们家种茶的第八个年头，几年下来，家里的经

济条件越来越好，不仅新建了厨房，还买了大

卡车。”桑杰玉珍指着面前一片茶田告诉记

者，“这片茶田是今年新承包的，预计 1年能赚

1万多元；另外一亩茶田在果果塘，一年也有 1

万多元的收入。”

据了解，自 2012 年墨脱县大力发展茶产

业以来，墨脱镇涌现出了多家专门从事茶叶

种植的职业茶农，桑杰玉珍的母亲桑杰

顿珠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茶叶子早成了桑杰

顿珠眼里的“金叶子”，给

一家人带来了希望

和 信 心 。“ 过

去，一家人种水稻、玉米，早出晚归也只能勉

强糊口。现在不同了，仅采茶一项一年就有

3 万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再加上丈夫央坚在

农忙之余跑点运输，家里在经济上很宽裕。”

桑杰顿珠乐呵呵地对记者说，“要多存点钱，

留着给孩子们上大学。”

墨脱平均海拔 1200 米，年均气温 16℃，

年均降雨量超过 2358 毫米，地处雅鲁藏布江

大峡谷，常年云雾缭绕，是绝佳的茶叶种植

地。2019 年，墨脱县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帮

助下，成功引种广东优良品种凤凰单枞茶近

2000 亩，并于 2021 年产茶，进一步丰富了墨

脱茶叶品种和产品结构。

近年来，该县逐步优化提升茶

园管理水平和成茶品质，配套

在墨脱镇建立了墨脱县茶

产 业 研 发 中 心 。 今 年 6

月，邀请华南农业大学

7 位 专 家 组 成 墨 脱

县茶产业智力援

助工作组赴墨脱开展科研式指导，并签订合

作共建协议，将陆续在墨脱镇建立华南农业

大学（墨脱）茶叶科研基地、华南农业大学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及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实践教学基地。

如今，墨脱茶叶在互联网平台已开设专

营网店，通过网络直播，消费者可以直观了

解墨脱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在茶叶营销方

面，来自四川的茶商黄诗凯开设了自己的淘

宝店，独立营销墨脱茶。“随着墨脱茶声名日

盛，销路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年营销高峰

时，每月有 60万元的销售收入。”黄诗凯说。

如今，茶田已遍布墨脱高山深谷，每到

采茶季，茶农、茶商往来不绝，将墨脱茶香带

出群山，让茶香飘向五湖四海。

拉萨的当雄，藏语意为“天选牧场”，辽阔

的草原、丰美的水草使这里成为牦牛的天

堂。在距当雄县城约 20 公里的龙仁乡，这里

的牦牛肉产品更是市民、游客购买的首选，远

近驰名。

近年来，当雄县龙仁乡紧扣高质量发展

目标任务，以深化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牦牛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为抓手，

做足做活牦牛产业文章，持续擦亮牦牛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金字招牌。今年 8 月，龙仁乡

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牦牛）”，

为全区加快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

牵住“牛鼻”，破发展瓶颈

牦 牛 产 业 的 发 展 ，离 不 开 牦 牛 养 殖 。

2017 年，在龙仁乡郭庆村，净土牧场正式建

立。人工培育鲜草 7日长成，1吨种子可产 10

吨鲜草，解决了冬季牧区饲草料短缺问题；天

然精补饲料补充牦牛营养需求，牦牛饲养变

“吃饱”为“吃好”；畜牧兽医全程跟踪牦牛，及

时预防和发现疾病，为牦牛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净土牧场采取的“牦牛入股、草场流

转、牧民入园”经营方式，不仅稳定了牛源，还

让牧民获得了收益，一举两得。

除了发展净土牧场，家庭牧场、合作社

也是当雄县推动规模化养殖的重要渠道。

近 年 来 ，龙 仁 乡 整 合 各 级 扶 持 资 金 ，投 资

141.5 万元成立牦牛育肥专业合作社，积极

引 导 牧 民 群 众 发 展 家 庭 牧 场 、畜产品加工

等高原特色畜牧产业，让牦牛从“个体户”变

成“集体户”。合作社成立以来，先后有 377

户群众入社，占全村总户数的 89%；2022 年

累计出栏 1692 头，实现收入 72 万元，为群众

兑现分红 52 万元，使村集体经济增收 11.7

万元。

如今，龙仁乡已逐渐形成以净土牧场为

“主攻方向”，家庭牧场、牦牛育肥基地为“侧

翼”的牦牛产业发展模式，大幅缩短牦牛出栏

周期，降低病死率，实现草畜平衡，让特色产

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奋起“牛蹄”，延长产业链

农牧产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可以帮助消

费者追溯到产品源头，查看农牧产品质量相

关信息，是一项保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的新举措。而当雄县走的是依托以“有身份

证的牦牛肉”为品牌的产业链，积极探索高效

养殖育肥技术，实现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新路子。

2015 年，当雄县着手打造“有身份证”的

牦牛，通过电子耳标（芯片）记录牦牛生长过

程及健康状况，建立牦牛肉追溯体系，实现牦

牛养殖科学化、制度化。如今，“有身份证”的

牦牛成功申报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产品，在

消费者中颇受欢迎。

为 延 长 产 业 链 ，实 现 牦 牛 价 值 链 不 断

增值，助推“土特产”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当雄县不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支持力度，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好“链主”作

用，布局饲草料基地、养殖基地、牦牛绒毛分

梳等 32 项工程，现已形成以产业园区建设

为依托，从集中种草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

牦牛产业体系，全力促进产业发展和农牧民

增收。

2019 年 10 月，由当雄高原蓝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打造的现代工艺牦牛屠宰加工厂在当

雄县投入试运行。该屠宰加工厂建有屠宰、

冷冻、加工、消毒、检疫等功能区，还从西班牙

引进相关屠宰设备。在牦牛屠宰生产线上，

一头牦牛从预处理到加工再到分割，基本都

由机器完成，既清洁又环保。

与此同时，当雄县积极衔接国内大型物

流企业，布局县城—羊八井—拉萨仓储物流

基地，并与多家航空公司、顺丰快递、天猫配

送等达成物流配送合作，不断推进仓储物流

一体化。

在开发牦牛系列产品方面，龙仁乡在不

断创新牦牛肉、牦牛乳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方

法、口味的基础上，还推出牛三鲜、精品牛杂、

广味牛腩等预制菜系列。该系列产品在实现

牦牛原料精细加工的同时，进一步为牧民增

加了经济效益。

铆足“牛劲”，创特色品牌

国庆期间，在永辉拉萨城关万达店，开放

式鲜肉展示柜中放置着各种鲜肉，当雄“有身

份证的牦牛肉”摆放在显眼位置。据工作人

员介绍，这些牦牛肉都是当天从当雄县送到

各大超市进行销售，售价为西藏统一价。

正在参与抢购的市民林铖说：“平时比较

喜欢吃牦牛肉，我最信任的品牌就是当雄‘有

身份证的牦牛肉’，现在能在商超买到，真是

放心又方便。”

近年来，当雄县借助“极净当雄”区域公

共品牌效应，有效利用牦牛肉深加工产品开

发、牦牛肉衍生速食产品及文创产品开发等

项目成果，先后开发牦牛主副系列产品 20 余

种。

2015 年，当雄县推出“有身份证的牦牛

肉”特色品牌，成功注册“当雄牦牛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和地理标志商标保护”，完成当雄

“有身份证的牦牛肉”SC认证。同时，依托“极

净当雄·有身份证的牦牛肉”等本土特色畜产

品品牌，积极对接线上线下销售平台，秉持从

屠宰、排酸到分割 24小时内送到餐桌，让消费

者吃上放心鲜牦牛肉的理念，成功进驻拉萨

永辉、百益等 6 家超市，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和一致好评。

不止如此，当雄县还擦亮牦牛文化品牌

吸引八方游客，借助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520极净当雄”虫草文化节、“羌塘杯”牦牛王

评比大赛等活动，不断提升当雄县牦牛社会

曝光率以及知晓率，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对牦

牛育肥出栏的积极性。

当雄县副县长、龙仁乡党委书记陈斌说：

“下一步，当雄县龙仁乡将持续深化牧业改

革，以牦牛高效繁育为抓手、短期育肥为突破

口，坚持科技引领、突出市场导向，着力打造

牦牛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样板基地，让群众

致富增收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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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当雄县龙仁乡：

抓好“牛”产业 过上“牛”日子
本报记者 卢文静

林芝市墨脱县墨脱镇:

种下“金叶子” 开启致富路
本报记者 张猛

近期，农业农村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布了首

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认定名

单，我区昌都市类乌齐县滨

达乡（牦牛）、山南市乃东区

昌珠镇（青稞）、林芝市墨脱

县墨脱镇（茶叶）、林芝市工

布江达县巴河镇（藏猪）、拉

萨市当雄县龙仁乡（牦牛）等

5个乡镇上榜。

此次我区上榜的乡镇

均立足当地特色农业产业

优势，围绕补短板、强弱项、

固底板、锻长板，重点推动

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商贸

流通、品牌创建、科技创新、

农旅融合等工作，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集群，聚力推动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

富，对加快推动区域特色产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

引领作用。

下一步，我区将着力做

好“土特产”文章，开发乡土

资源和农业多种功能，挖掘

地域特点和乡村多元价值，

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

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

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

全 链 条 升 级 ，压 实 属 地 责

任、加强宣传推介，充分发

挥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土地深翻才能有好收成，再加把劲儿，咱们一口气把这块地

翻完，让土地多积攒些养分，明年青稞肯定长得好……”在乃东区

昌珠镇洞嘎社区的农田里，全村群众齐上阵，秋翻作业忙中有序。

“我们这里是山南市一级种粮产区，青稞种子纯度高、籽粒

饱满，市场价一斤三块五，还供不应求，光卖种子一项收入就不

少，群众的种粮积极性很高。”在乃东区昌珠镇克麦社区，群众开

着拖拉机，把一车又一车种子卸到种植合作社院内，轮流进行种

子包衣作业。

“种植传统深厚、集中连片种植、机械化作业率高，这是我们发

展青稞种植业的优势，我们要立足资源禀赋、深挖潜力，延伸产业

链，把青稞产业做强做大，打响青稞种植国家产业强镇这张名片。”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阿奎对发展青稞产业充

满信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依托青稞种植传统优势、基础优

势和发展优势，下大力气推动青稞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种植，促

进青稞增产增效。今年 8 月，该镇作为山南市唯一入选乡镇，成功

获评为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青稞）”，青稞产业由此步入发展

的快车道。

昌珠镇地处雅江中游支流雅砻河的河谷地带，地势相对平坦

开阔，海拔约 3700 米，水源充沛、气候温和、光照强烈，适合高原农

作物生长。

作为青稞等粮食作物的驯化起源之地，昌珠镇及周边雅砻河

谷一带青稞种植历史极为悠久。历史上，西藏第一块农田萨日索

当就在该镇扎西次日山脚下。有了田地出产粮食，人们开始过上

定居生活，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村庄雅砻索卡在农田周边形成，雪域

高原的文明火种也由此绵延更迭。

走进新时代，在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的双重作用下，在人们辛

勤的耕耘下，昌珠镇青稞种植业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克麦社区位于昌珠镇腹地，是山南市级良种繁育基地。自

2011 年以来，该社区积极动员群众发展良种繁育产业，并于 2015

年成立藏南谷地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良种繁育生产及销售，

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社区的良种质量好，销路也稳定。去年，合作社累计为

种子包衣达 63 万斤，并帮助群众代销到西藏各地，销售种子总金

额达 220.5万元，仅卖粮一项，种植户平均每户收益就突破了 1.2万

元。”克麦社区党支部书记巴桑介绍说。

不仅如此，在合作社的加工厂里，记者看到，大型种子包衣机、

耕地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施一应俱全。这些设备不仅让克麦

社区实现了接近 100%的农业机械化率，还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每到农忙季节，通过出租设备、代耕代收作业，又能为村集体和

群众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昌珠镇，青稞种植业的发展，不仅因为群众的种植积极性

高，更依赖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科技赋能。

乃东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才仁顿珠说：“我们以乃东区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工作为依托，打造以昌珠镇为代表的

5万亩绿色食品原料（青稞）标准化生产基地，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强化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测土配方、节土节水

以及绿色防控技术、专业化统防统治、无人机喷淋作业等应用示范，

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和有机肥增长等‘二降一升’行动，优化农业种植

结构，重点推广‘藏青 2000’‘山青 9号’‘喜拉 22号’等优质品种，推

动种植业增产增效成效明显。”

今年，昌珠镇青稞单产最高突破 865 斤，这是一个可喜的

成绩。对此，该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巴桑次仁表示，这

一成绩的取得，与近 100%的农业机械化率、科学有效的田

间管理及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拉萨一企业与昌珠镇达成 200

吨青稞收购协议，一家先进青稞肽深加工企业

落户昌珠镇。这些项目的推进，正加速昌

珠青稞的产业化蝶变。

现 如 今 ，昌 珠 青 稞

荣誉满 满 ，以“ 西

藏 第 一 块 农 田 ”

为 题 材 的 乃 东 区

青 稞 种 植 系 统 被

列 入 第 六 批 全 国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以 昌 珠

青 稞 为 代 表 的

“乃东青稞”获批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青稞成为具

有较强当地特色和代表性的优势种植产业，在农业生产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

“夏日逐穗浪，秋来一片黄，冬雪掩地藏，春到播种忙。”年复

一年，这是昌珠镇最动人的青稞生产图景。

张阿奎表示，下一步，昌珠镇将进一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加强耕地保护，强化科技支撑，抓牢青稞发展优势，深挖潜力，加

快推进以青稞为基础的产业链打造，扎实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全面打响“藏南谷地 青稞之乡”品牌，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产业

强镇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良田阡陌的昌珠镇农业生产区图为良田阡陌的昌珠镇农业生产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枫刘枫 摄摄

图为昌珠镇群众在秋收图为昌珠镇群众在秋收

后开展翻地作业后开展翻地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枫刘枫 摄摄

图为墨脱镇茶农图为墨脱镇茶农在茶田采茶在茶田采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猛张猛 摄摄

图为墨脱县墨脱镇拉贡茶场一角图为墨脱县墨脱镇拉贡茶场一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猛张猛 摄摄

图为水草丰美图为水草丰美、、牦牛肥壮的当雄草原牦牛肥壮的当雄草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文静卢文静 摄摄

图为当雄县龙仁乡群众给牦牛称重图为当雄县龙仁乡群众给牦牛称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文静卢文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