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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水看得见山水 留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愁
——20232023年我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掠影年我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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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达东村做好乡村振兴文章：

发展旅游产业 古村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拉巴桑姆

冬日的西藏，依旧天蓝、水清。独

具特色的藏式小屋俨然矗立，平整的村

道干净整洁，随意走进一户人家，庭院

内也是绿植掩映，生机盎然，民族风格

靓丽而鲜明。

长期以来，我区坚持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大力推进传统村落的保

护发展利用，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着

力让乡村百姓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

为乡村发展振兴注入活力。截至 2023年

9月，全区共有 80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覆盖全区 7市地 34县区，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工作卓有成效。

赤康村：
注重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赤康村，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甲玛

乡。据传，这里曾是英雄松赞干布的出生

地、又是萨迦王朝时期西藏十三万户长驻

地和霍尔康贵族遗址地，村内保留着贵族

庄园特有的建筑形式——古围墙、古佛

塔、古寺庙等。

漫步在霍尔康庄园，浓厚的历史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庄园内历史悠久的

古建筑以及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吸引了

更多的游客进入赤康村参观，带动当地

乡村旅游发展。

近年来，墨竹工卡县投入大量资金

完善赤康村古村基础设施，并对村落部

分损坏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性修缮，结合

村内霍尔康庄园、甲玛谐钦、甲桑古道

等景点，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促进赤康

村的发展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通过实施甲玛乡赤康村传统村落

保护项目，不但保护了为数不多的藏族

文化遗存，提升赤康村全国传统村落文

化内涵，还有效消除了赤康村内霍尔康

庄园、甲玛谐钦、甲桑古道等核心旅游

区域现有的安全隐患，保障过往村民和

游客的安全。

墨竹工卡县城乡和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传统村

落 环 境 整 治 力 度 ，注 重 传 统 与 现 代 有

机 结 合 ，充 分 利 用 传 统 村 落 自 身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和 秀 丽 的 自 然 山 水 风 光 ，按

照保护为主、合理布局、适度开发的思

路 ，形 成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开 发 的 良 性 循

环 ，将 村 民 的 利 益 与 传 统 村 落 的 保 护

开 发 联 系 在 一 起 ，促 进 当 地 村 落 经 济

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错高村：
在保护中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在巴松错湖岸，云雾与雪山缠绕之

间，有一座完整保持了工布藏族传统村

落建筑特色和民俗的村落——工布江

达县错高乡错高村。村里的民居，推开

窗户便可见远山、云雾与碧水。

“错高村是唯一完整地保留了工布

地区传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格、习

俗、文化的村落。2014 年，错高村被选

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这也是我区

首批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

村党支部书记洛桑曲培自豪地说。

据 他 介 绍 ，村 落 完 整 保 留 了 半 木

半 石 以 及 全 石 结 构 的 藏 式 传 统 民 居 。

村 子 里 的 民 居 就 地 取 用 当 地 的 木 材 、

石材建造，采用榫卯结构，不用一钉一

铆 ，并 且 几 乎 都 拥 有 百 年 甚 至 数 百 年

的历史。

近年来，为进一步改善当地居民的

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着力开

发和保护古村落，村民搬迁至与古村落

一路之隔的新村居，错高村走出了一条

旧貌换新颜的路子。

为保护古村落，错高村组建了一支

“党员文物保护队”，这支“党员文物保护

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的

建设助推古村落保护工作。同时，为利

用错高村传统文化、自然资源等发展旅

游产业，实现群众增收致富，2018 年，国

家投入 9200万余元实施错高村整村搬迁

项目。整村搬迁项目建设了 57户农村居

民住宅，进行了道路硬化、给排水、亮化、

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村民们在 2019 年

初相继搬入新房，既保护了完整的古村

落，又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

“我们将在保护传统古村落中进行

美丽乡村建设，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种

植花草果树，将乡村‘边角’打造成群众

满意的‘幸福角’，打造整洁舒适、绿意

盎然的人居环境，打造绿色生态乡村。”

洛桑曲培表示。

军拥村：
传统和生态共美的旅游村

左贡县东坝乡军拥村，坐落在大山

深处、怒江河谷一片开阔的台地上。从

高处俯瞰，村庄依山傍水，周围果木林

立，其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磅礴大气的

特色民居。

军 拥 村 特 色 民 居 蕴 藏 着 丰 富 的

历 史 底 蕴 和 文 化 景 观 ，整 体 建 筑 集

藏 、汉 、纳 西 民 族 风 格 为 一 体 ，雕 刻

技 艺 匠 心 独 具 ，每 个 图 案 均 有 一 定 的

文 化 内 涵 。 其中，最具有历史研究价

值 的 是 已 有 百 年 历 史 的 西 热 古 民

宅 。 该 古 宅 建 于 清 末 民 初 ，建 筑 古 朴

精 致 ，东 坝 乡 其 他 民 宅 都 是 根 据 这 座

房 子 的 风 格 修 建 的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伴 随 改 革 开 放 的 春 风 ，善 于 经 商

的 东 坝 人 紧 抓 机 遇 ，积 极 投 资 于 民 居

建 设 ，东 坝 民 居 就 在 那 时 在 军 拥 村 遍

地开花。

得益于特色民居文化的深厚积淀，

2012 年，军拥村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2016 年，昌都市文物局将

东坝民居列入“十三五”文物保护项目，

总投资 300 万元，于 2016 年 3 月开工维

修，对村内保存完整的大量雕刻及绘画

进行保护，防止风化及雨水浸蚀，对周

围环境及防火设施进行整治，给房屋周

边建造排水设施。

“随着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

伐 不 断 加 快 ，军 拥 村 水 泥 公 路 通 车 以

后，交通更加便捷，更好助力军拥村的

村民们吃上‘旅游饭’。”军拥村选派党

支部第一书记熊少杰说。

如今，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提

升，军拥村不仅保留了村落最原始的生

态美，更美了生活、富了百姓。

“达东”意为“核桃树”，位于拉萨市

西南角，距拉萨市仅 18 公里，全村总面

积 71.3 平方公里，共有 8 个村民小组，

230 户 833 人，是我区保护最完整的千年

古 村 落 之 一 。 这 里 最 大 的 特 点 便 是

“古”，古老的村庄部落，古道、古树、古

庄园、古寺庙以及古老的神话传说比比

皆是，处处显露着历史和岁月的神秘痕

迹。

达东村山顶植被茂密，郁郁葱葱，

马鹿、藏马鸡不时出没，藏药材资源更

是丰富；谷地内风景秀丽，牛羊成群，小

桥流水，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贡嘎机场

高速、拉日铁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如

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让达东村成为

许多市民工作之余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记者了解到，2016 年，拉萨市柳梧

新区管委会正式启动“达东村村容村貌

整治暨扶贫综合（旅游）开发项目”，通

过对达东村村容村貌、水系湖泊、景观

绿化、林卡酒店、庄园遗址进行改建、修

复，并结合正在打造的拉萨房车营地、

星空摄影、温泉、千亩桃林、藏式民俗婚

纱摄影等特色项目在内的文化旅游服

务功能，将达东村建设成为拉萨周末旅

游目的地、全国小康建设示范村、原生

态藏家生活体验区，打造集城郊休闲观

光与度假为一体的和谐美丽乡村，同时

也促进了本地藏鸡蛋、土豆、酥油、酸奶

等农副产品的销售。

近年来，达东村借助项目开发的东

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当地村民吃

上了“旅游饭”，成为西藏自治区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的样板示范基地，实现了产

业旺、环境美、村民富，走出了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产业致富、乡村振兴新路子。

要发展也要保护。近年来，达东村

强化生态空间管控，擦亮“绿水青山”底

色，重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稳居自治区前列，林草

覆盖率达 92%。先后获得中国全面小康

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村镇、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2016 中国最美村镇生

态奖、2017 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

村示范村、2017年度全国生态文化村、第

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等一系列荣誉。

此外，达东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暨扶

贫综合（旅游）开发项目建设为抓手，突

出乡村振兴，打造了千亩花海、乡村国

际培训中心等特色产业，形成了现代与

历史并存、生态与发展和谐共荣的旅游

新体验。“美丽乡村 魅力达东”已成为西

藏乡村民俗旅游的示范标杆；逐步建立

健全村规民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

企合作”、生态扶贫、乡村保洁队等“两

山”实践模式，科学推动“绿色颜值”换

取“金色价值”。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质量。脱贫摘帽不是全

面小康的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柳梧新区柳梧街道相关负责人

信心满满地表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本着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

则，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

振兴。”

说起普兰县普兰镇多油村的变化，用“翻天

覆地”来形容并不为过。

过去，这里屋舍年久失修，房前屋后杂草丛

生，白色垃圾随处可见。如今，崭新的村舍交错

有致，村巷干净整洁，屋前屋后绿意盎然，成为远

近闻名的阿里地区“生态文明第一村”

村民石确桑姆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屋子里里外外清扫干净，迎接

新一天的到来。“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都

自觉打扫院内院外，路上乱扔垃圾的毛病也改掉

了，村里环境变得清新美丽，大家住得也十分舒

心。”石确桑姆说。

近年来，普兰县普兰镇多油村持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狠抓硬化、绿化、美化、净化，

村庄“颜值”不断提升。多油村的变化，是阿里地

区推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工作的具体体现。

阿里地区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曲次

介绍，在推进建设美丽乡村工作中，阿里地区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纳入乡村建设重要内容，

三年来共实施 31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并按

照“美丽休闲村庄、幸福宜居村庄、干净整洁村

庄”的原则，扎实开展 2023 年创建认定美丽宜居

示范村申报工作。将“宜居乡村创建行动”与深

化作风教育整顿工作及“我为群众办实事”结合

起来，大力实施以“四清两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

行动，在重大节日、重要活动节点积极组织各县

开展村庄清洁集中行动，指导各县建立常态化村

庄清洁行动机制，推动村庄清洁逐步由“一时”向

“长期”转变。

“截至目前，全地区共计开展清洁行动 880 余

次，参与人数达 43941 人次，清理农村白色垃圾

181.45 吨、清理水塘 85 口、清理沟渠 315.66 公里、

清理河道湖泊 357.6公里、清理淤泥数量 154.2吨、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废弃物 531.1吨、清理卫生死

角 889 处，阿里地区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曲

次说。

同时，阿里地区对照“四有四无两清一用”改厕标准，组织各县开展问题厕

所“清零”攻坚行动，新改户厕质量“大比武”活动。配合农业农村部沼气研究所

在革吉县那普社区开展高海拔卫生户厕试点，有效推动新建厕所提质增效、长

效管护机制建立健全、问题户厕扎实整改，全地区户厕改造工作再上新台阶。

2023 年，阿里地区改厕 562 座，其中，普兰县科迦村已基本实现卫生户厕全覆盖，

农户粪污堆肥还田利用率较高。

此外，阿里地区把推广运用“积分制”作为推动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的重

要抓手，制发《阿里地区乡村治理推广应用积分制实施方案（试行）》，大力推广

运用“村规民约＋积分制”，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同遵守，推行以自

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三治融合”体系，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走深

走实。建立积分超市，以“表现赚积分、积分兑商品”等形式，不断激发群众积极

向上共建生态宜居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已投入 15 万余

元，在 13 个试点村推广运用“积分制”已兑换积分 15000 分、兑换物品价值达 2.23

万余元。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汪纯）第四

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

单中，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镇一、二、

三 、四 社 区 居 委 会 榜 上 有 名 。 近 年

来，随着喜马拉雅“五条沟”和“国之

大道”219 国道的旅游热度不断上升，

前往亚东县的游客逐年增加，亚东县

帕里镇协调多方资源，制作“帕里草

原”手绘线路图，让“帕里草原”获取

更多“流量”，助力当地老百姓吃上旅

游饭、走上致富路。

据了解，第十二批驻帕里镇三社

区居委会工作队对帕里草原的雪山

瀑布、花海牧场等旅游资源进行了全

面 系 统 的 调 研 ，围 绕 游 客 最 关 心 的

“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问题，

通过学习区内外典型案例、请教旅游

达人等多种方式，不断尝试寻找解决

方案。

驻三社区居委会工作队邀请西藏

勘路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到帕

里进行实地指导。该公司负责人依托

长期涉旅工作经验，在实地了解帕里

资源禀赋后，针对帕里草原探寻旅游

发展道路提供了较好的意见建议，同

时主动提出帮助制作帕里草原手绘线

路图。经过一个多月的制作，该公司

完成了帕里草原手绘线路图初稿，经

自治区专项旅游协会、亚东县文旅局、

帕里镇政府和驻居委会工作队审核修

改后，确定了最终版面内容。

据了解，帕里草原手绘线路图主

要包括亚东旅游环线交通、帕里镇简

介、动植物分布、景区景点介绍、帕里

镇商户名称和联系电话等信息内容，

对帕里镇乃至亚东县文化旅游资源

进行了全方位概括。同时，亚东县文

化和旅游局及时帮助协调落实线路

图册制作所需资金缺口，支持帕里镇

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宣传工作，鼓励

当地老百姓积极参与旅游产业发展，

不断拓宽致富路。

本报拉萨讯（记者 王杰学 通讯

员 罗振坤 罗士鑫）近日，拉萨市森林

消防大队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拉

鲁湿地森林消防站进行突击灭火拉

动演练，全面检验队伍快速反应和遂

行任务能力。

据悉，此次灭火拉动演练以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部一路段

因游客违规吸烟引发火灾为背景，按

照紧贴任务、紧贴实战的原则，对站

点驻防人员战备制度落实、快速响应

出动、科学高效处置情况进行检验，

进一步树牢站点消防员的战备意识，

提升打赢能力。

拉动演练坚持以实战为导向，采

取随机选点、临时出情况的模式向站

点人员下达命令，给定任务坐标并下

达灾情通报。接到通报后，站点全体

指战员行动迅速、紧张有序，熟练运

用 灭 火 指 挥 平 台 精 准 定 位 ，集 合 换

装、装备携行、出动开进一气呵成，两

公里路程，从接报到机动到位仅用了

7 分钟，水泵架设出水灭火仅用了 3 分

钟，实现了“反应快、机动快、灭火快”

的预期目标。

拉萨市森林消防大队负责人介

绍，通过演练，拉鲁湿地森林消防站

指战员战备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遂

行任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确保

防火紧要期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绝对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下

一步，站点消防员将和湿地管护人员

一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守护好“拉

萨之肺”的生态安全。

拉萨市森林消防大队

在拉鲁湿地开展灭火拉动演练

2023 年，我区以特色产业发展为抓手，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图①：阿里地区革吉县布贡村农牧民合作社的一位村

民在缝制藏袍。 新华社发（旦增努布 摄）

图②：网络主播在那曲市巴青县“赤堆东雄”网红直播

间推介当地特色农牧产品。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特色产业

赋能发展

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