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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拉萨气温持续走低，正是大棚

蔬菜种植管护的关键期，拉萨市城关区

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关

净土）的农技人员深入各设施蔬菜种植

基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管护，为

蔬菜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为做好蔬菜冬季保供，守护好群

众的菜篮子，确保蔬菜货源充足、价格

稳定，我们每天将本地采收的 20 多种蔬

菜、外地采购的 60 多种蔬菜，通过市区

39 家净土超市，送至千家万户，蔬菜总

体供应有保障。”城关净土超市运营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格桑罗追说，通过本地

采收＋外地采购的方式，不仅丰富了拉

萨消费者的冬季餐桌，也实现了充足且

持续的供应，减少了价格波动。

冬季大棚蔬菜长势喜人

初冬时节，大地萧瑟，但拉萨市城

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的蔬菜大棚内

却是一片生机盎然，芹菜、萝卜、辣椒拔

节生长，绿油油的青菜长势喜人。

白 定 村 2 组 的 村 民 白 玛 卓 玛 一 边

打 理 大 棚 内 蔬 菜 ，一 边 盘 算 着 即 将 上

市 的 萝 卜 和 辣 椒 ，她 该 为 蔬 菜 销 售 做

准备了。

白定村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

合作社）理事长拉巴次仁告诉记者，合

作社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经营，现拥有温室大棚 471 栋，占地

面积 535.16 亩。早在 2015 年，合作社种

植的 14 类农产品已被农业农村部认证

为无公害农产品。

“冬天大棚蔬菜种植品种比夏天少

一些，主要有四季豆、大白菜、萝卜、青

椒、茼蒿等 20 多个品种。”拉巴次仁说。

来到蔬菜大棚内，村民们正在有说有笑

地收获水萝卜。从拔萝卜、精拣、分类，

再到清洗、打包、装车……大家按照程

序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正在装车的

白玛卓玛放下手中的活，赶去给附近几

个大棚盖棉被。“白定村共有 20 多户本

地菜农，平时种菜、收菜、卖菜，大家都

是相互协作。”白定村 2 组村民德吉说，

一户人家的大棚萝卜成熟了，大家会一

起帮忙，保证当天收获的萝卜第二天就

可以送到净土超市里。

白玛卓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她家

共有 3 个蔬菜大棚，目前种植了白萝卜

和水萝卜，长势不错。每个大棚四五分

地，一年种植三茬蔬菜，一茬水萝卜可

收获 2500 多斤，水萝卜上门收购价格每

斤 2.5 元，每个大棚每茬水萝卜可以卖

6000 至 7000 元，一年下来，每个大棚的

卖菜收入能达到 2万元。

仓储配送实现一条龙服务

合作社旁边是拉萨市城关区亨通

物流园区，城关净土仓储中心就位于园

区内。走进园区，只见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本地蔬菜交易厅内人来人往，拉货

的车辆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

“从合作社菜农手里收购的蔬菜会

统一送到仓储中心，经过严格检测程序

后予以入库。”城关净土仓储部主管洛桑

介绍，仓储中心共有 13 间库房和 1 个净

菜加工车间，其中保鲜冷藏库 9 间，占地

面积 12亩，保鲜储藏量 3307吨；冷冻库 4

间，制冷储藏量 2025 吨。仓储中心主要

储藏有蔬菜、水果、干杂、肉类等 400多个

品种，负责日常配送拉萨市区 71 家机关

单位及 139家学校的“三包”物资保障。

在本地蔬菜交易厅里，熙熙攘攘的

人群甚是热闹。洛桑介绍，大厅内共有

138 个摊位，摊主大多是附近的菜农，这

里售卖的蔬菜有 40%是菜农自己种的，

60%是从外地运进来的。

洛桑介绍，为确保农副产品供应质

量，市场综合办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检查

市场内副食品及肉禽的产品销售凭证，

巡查食品是否过期，同时由检测中心工

作人员每天对市场内销售的蔬菜进行

抽样检测，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进

行处理、下架。所有的检测报告及时上

传到各监管平台，并传送至仓储中心。

市场内蔬菜日平均经营量约 30 吨，水果

约 5吨，水产类约 0.5吨，肉类约 8吨。

社区设超市便民又惠民

在 拉 萨 市 区 很 多 小 区 附 近 ，居 民

总 能 看 到 城 关 净 土 便 民 超 市 的 招

牌 。 来 到 城 关 净 土 超 市 塔 玛 三 期 店 ，

蔬 菜 水 果 、米 面 粮 油 等 生 活 必 需 品 一

应俱全，“拉萨净土”区域公用品牌产

品大昭圣泉、净土牛奶、当雄“有身份

证 的 牦 牛 肉 ”等 特 色 产 品 也 摆 满 了 货

架。

格桑罗追介绍，塔玛三期店是 2023

年 5月 1日正式营业的，每天营业额都在

1万元以上。

拉萨市民次珍家住塔玛三期，她经

常到这家超市购买蔬菜水果。“不仅新

鲜便宜，而且还可以买到很多本地产的

蔬菜。”次珍笑着说。

“ 城 关 净 土 便 民 超 市 主 营 蔬 菜 瓜

果、米面粮油、副食百货、酒水饮料。蔬

菜都是有检测报告的，绿色新鲜、价格

优惠。超市提前一天下单，仓储中心第

二天早上配送至超市。”格桑罗追说，平

日里，城关净土便民超市的蔬菜和肉类

价格略低于市场价。

城 关 净 土 副 总 经 理 扎 西 索 朗 介

绍，前期，城关净土通过开展较系统的

市场调研，在拉萨市主城区 12 个街道

辖区内，按照“一个社区 一家超市”进

行布局，设立了 59 家城关净土便民超

市 。 这 是 城 关 区 继 惠 民 蔬 菜 直 销 车

“菜篮子”民生工程后，促进净土产业

提质增效的又一便民利民新举措。同

时 ，城 关 净 土 还 间 接 带 动 了 辖 区 种 植

户 和 养 殖 户 的 发 展 ，为 周 边 村 民 解 决

了就业问题。

拉萨“菜篮子”量足价稳供应有保障
本报记者 张雪芳 格桑伦珠

农民增收的“金豆” 食客追捧的“爱豆”
——南木林县艾玛土豆喜获丰收走俏市场

本报记者 汪纯

本报巴宜电（记者 黄帆）冬日的

林芝市寒风凛凛，而墨脱县格当乡的

村民们心里却洋溢着阵阵暖意。近

年来，格当乡通过带动群众种植羊肚

菌，让小小羊肚菌成为增加群众经济

收入的“致富菌”。

格当乡党委书记贺伟告诉记者，

羊肚菌是一种食、药兼用的珍稀食用

菌，香味独特，营养价值丰富。羊肚

菌种植周期短、效益好、见效快、前景

广，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2023

年，格当 乡 党 委 、政 府 提 前 谋 划 、有

力部署，新增羊肚菌种植大棚 49 座，

种植面积达 43 亩。格当乡下辖 6 个

行 政 村 ，以 前 的 格 当 乡 一 直 靠 大 车

运送物资，经济来源十分不稳定，近

年来，格当乡立足资源禀赋，利用尼

日卡林下资源种植合作社，推广‘合

作社＋村集体＋农户’经营模式，推

动 格 当 乡 村 民 种 植 羊 肚 菌 ，拓 宽 群

众增收渠道。

据了解，格当乡尼日卡林下资源

种 植 合 作 社 成 立 于 2016 年 ，合 作 社

积极构建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

力学习食用菌菌种制造以及林下资

源种植技术，带领群众增加收入。为

帮助格当乡更多村民实现脱贫致富，

尼日卡林下资源种植合作社设立公

益性岗位，为格当乡 143 位有劳动能

力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并采取多

劳多得的方式支付工资，提高群众积

极性。

此外，格当乡党委、政府还邀请

格当乡尼日卡林下资源种植专业合

作社技术人员，现场为种植户免费提

供技术指导 10 余次。为解决格当乡

羊肚菌销售问题，格当乡党委、政府

与合作社达成协议，种植的羊肚菌由

合作社统一收购，实现订单化种植、

规 模 化 生 产 ，全 力 打 消 群 众 后 顾 之

忧 。 格 当 乡 村 民 格 桑 尼 玛 笑 着 说 ：

“乡里没有种植羊肚菌之前，我们一

家人就靠一辆大车给工地运水泥、石

子赚钱生活。早出晚归不说，收入也

不稳定。现在乡里种植羊肚菌，还有

合作社统一来收，我不但有了稳定收

入，还能照看老人和孩子，这日子是

越过越好了。”

本报昌都电（记者 贡秋曲措）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昌都市委常委会会

议上获悉，昌都市将着力在高水平对

外开放、高质量推动发展、高标准安

全生产上狠下功夫，推动昌都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上 下 功 夫 。

紧密结合各县（区）地理方位、功能定

位和产业优势，扎实推动 11 县（区）

全域开放，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积

极推动“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录。同时，充分发挥昌都作

为重要枢纽和重要通道功能，争取将

昌都新区纳入中尼跨境经济合作区，

进一步深化卡若区与尼泊尔吉日市

国际友城合作，持续加强对接在昌都

设立海关相关事宜，积极培育外贸主

体企业，不断扩大开放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

在 高 质 量 推 动 发 展 上 下 功 夫 。

聚焦副中心城市建设，完整准确全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紧 盯 重 大 项 目 和

“3+4”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对接

力度，力争 G214线昌都（加卡）至邦达

机场高等级公路、邦达机场航站楼改

扩建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加快推进清

洁能源、绿色工业、文化旅游开发和

高原生物产业提档升级。坚持“三个

赋予一个有利于”，持续办好住房、饮

水、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促 进 群 众 持 续 增

收，让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得到更多

实惠。

在 高 标 准 安 全 生 产 上 下 功 夫 。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常

态化开展城乡老旧房屋、建筑工地、

矿山企业和危险路段等重点区域灾

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完善救援物资

和装备保障体系，强化应急演练和救

援 能 力 训 练 ，广 泛 普 及 防 震 减 灾 知

识，加快推进昌都（藏东）应急救援中

心建设，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

第 一 时 间 响 应 、第 一 时 间 处 置 。 同

时，加强天气监测预警预报，及时通

报 雨 雪 冰 冻 天 气 信 息 ，扎 实 做 好 供

电、供水、供气等保障，备齐备足各类

除雪除冰应急物资装备，做好牲畜越

冬 饲 草 料 储 备 、畜 圈 保 温 等 防 控 工

作，全力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此

外，重点做好“两节”期间粮油果蔬等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保障农民工

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切实兜牢基本民

生 保 障 底 线 ，确 保 各 族 群 众 温 暖 过

冬、安心过节。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连日来，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紧紧围绕自治区

“稳粮、兴牧、强特色”工作要求，本着

“稳增长、调结构、促增收”的原则，全

面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

实落地，积极引导农牧民群众抢抓关

键时节，提前谋划、科学布局秋耕冬

播工作，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

收。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完成冬播面

积 6.62 万亩（其中冬小麦 4.67 万亩、

冬青稞 1.95 万亩）。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以“早部署、

早 安 排 、早 落 实 ”为 基 调 ，按 照 党 政

“一把手”亲自抓工作部署、分管领导

具体抓工作调度、业务科室直接抓工

作落实的模式提前统筹安排人力、物

力和财力，切实做好各个环节的准备

和实施工作。

以农牧业科技下乡技术包保工

作为契机，昌都市农业农村局还组织

农技人员开展点对点、面对面、手把

手的指导服务，对农牧民整地、播种、

施肥、防冻等环节的关键技术进行指

导，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突

出问题，全力做好优质品种推广、秋

收秋播机械调度、良种化肥等农业物

资储备工作。

此 外 ，还 积 极 引 导 群 众 做 好 秋

灌、秋耕、冬播、冬管等工作，进一步

稳定冬播面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加大抗灾救灾力

度，积极开展冬播工作，为夏季粮食

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昌都市

农业农村局将组织农技人员加强指导

群众做好冬播作物田间管理，切实做

好冬小麦、冬青稞越冬期低温防冷害

工作，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因地因苗制

宜，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措施，确保冬播

作物安全越冬。

昌都市农业农村局

多措并举切实抓好冬播工作

昌都市

“三管齐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林芝市墨脱县格当乡

羊肚菌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菌”

冬播是来年农业生产的第一季，关系到一年农业产业结构布局。连日来，为确保冬小麦、冬青稞产

量稳中有增，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农业农村局坚持“早安排、早落实”的工作方针，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动落

实冬播工作，确保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图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乡村民在田间冬播。

本报通讯员 洛克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冬闲”人不闲

近日，阿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根琼村迎来了 2023年度村级合作社分红大会。

图为根琼村群众在领取分红。 （图片由根琼村第十二批驻村工作队提供）

说起西藏美食，大多数人都能掰着指

头数：糌粑、酥油茶、牦牛肉、土豆……这

些都是西藏美食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常见

的食物。

近年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持续打

造提升“艾玛土豆”品牌、品种、品质、品

相，个大、皮薄、口感好的艾玛土豆日益

成为食客追捧的“爱豆”、市场青睐的宠

儿。如今，艾玛土豆不仅凭借藏式特色

做法，成为西藏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

借助电商和物流平台“飞”向更宽广的

区外市场。

在中国邮政南木林县分公司，南木

林镇岗巴村村民格央正在给她的区外朋

友邮寄艾玛土豆。她告诉记者：“我的区

外朋友以前来过这边，她说艾玛土豆很

好吃，要给她的宝宝吃，让我寄几箱。”

曾经，“销售难、物流难”是困扰产业

振兴和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难题。为帮

助群众打通本地农特产品“从田间到舌

尖”的产销链，中国邮政南木林县分公司

积极落实国家赋予邮政的功能定位，针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档升级、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整合自身的物流渠

道，面向乡村特色产业，切实发挥邮政快

递行业优势，助力农产品外销。

中国邮政南木林县分公司副总经

理次仁旺杰说：“艾玛土豆作为南木林

县的特色农产品，每年会有很多人通过

邮 政 渠 道 将 艾 玛 土 豆 发 往 全 国 各 地 。

今年我们联合南木林县艾玛乡政府，将

艾玛乡土豆上架到电商平台，让更多的

朋友品尝，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应

有贡献。”

随着艾玛土豆产业链条的完善，一

头是食客舌尖上的“爱豆”，另一头是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豆”。

艾玛乡拉布村群众次罗家里耕地

面积有 40 多亩，有 20 多亩种了土豆，截

至目前，现金收入有 3 万多元，兑换粮食

100 袋。“种植了土豆后生活有了极大的

改善。下一步，我将继续扩大土豆种植

面积，改善生活条件。”次罗说。

南木林县通过“党员＋合作社＋群

众”的模式，大力发展艾玛土豆种植产

业，激发农牧民群众种植积极性、提升

种植技术水平、保障群众利益、释放产

业红利，用“小土豆”撬动“大收益”。

记者从南木林县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2023 年南木林县马铃薯种薯扩繁基

地建设面积为 1329 亩，其中组培苗培育

120 万株，产量达到 240 万粒，总产值 540

余万元；大田推广面积为 4.8 万亩，产量

12万余吨，实现产值 1.93亿元。

“ 南 木 林 县 作 为 西 藏 马 铃 薯 主 产

县 ，对 西 藏 马 铃 薯 产 业 发 展 起 引 领 作

用 。”自 治 区 农 牧 科 学 院 专 家 曾 钰 婷

表示。

南木林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完善

好落实好南木林县马铃薯产业发展规

划，按照“做大做强种薯、做优做好商品

薯、做通做畅市场”的导向，建设“一园

（湘河农业产业示范园）、一中心（马铃

薯组培苗培育中心）、一品牌（艾玛土豆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两体系（良种供繁

体系、科技服务体系）、三基地（脱毒种

薯生产供应基地、专用薯生产基地、鲜

薯种植基地）”，精心做好马铃薯产业文

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

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