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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推瓦村—

“ 云 端 村 落 ”看 振 兴
本报记者 武沛涛 刘枫

“格啦，你脚上的钉鞋套松了，当

心滑倒。”春节、藏历新年期间，正在拍

摄普莫雍错冰湖风光的记者，突然听

到背后传来一声浑厚的喊声。

回头望去，只见一名小伙儿已走

近身边。“你的脸都冻紫了，走，跟我回

酒店缓缓吧。”他又说道。

不等记者回应，小伙儿已经捡起

了记者放在冰面上的背包，背在了自

己身上。

路 上 ，记 者 了 解 到 ，小 伙 儿 名 叫

白玛曲培，是山南市浪卡子县打隆镇

推瓦村里的大学生，在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就读。他所说的酒店，就在湖边

的 推 瓦 村 里 ，酒 店 名 叫“5070”，意 指

酒店所处的海拔高度。而推瓦村也

被称为世界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

被网友誉为“离天空最近的村庄”。

“ 阿 妈 啦 ，快 给 客 人 倒 一 杯 热 甜

茶。”刚走进酒店，白玛曲培便喊道。

一杯甜茶喝进肚子里，整个人立

马暖和了。记者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与白玛曲培聊了起来。

这个酒店是推瓦村大学毕业生旺

堆 2019年在安徽援藏工作队的支持下

创办的，共有 7间客房。酒店是村里的

集体经济产业，每年给推瓦村上缴 15

万元租金。

“算上我阿妈啦，酒店共有 5 名员

工，其中 1 人是全职。”白玛曲培介绍，

酒店每月给全职员工支付工资 3000

元，给兼职员工支付工资 2100元。

推瓦村海拔这么高，除了酒店带

来的收益，还有没有其他产业收益？

“我们村里有 40 户人家 152 人，由

于海拔高，不适合种植农作物，以畜牧

业为主。”面对记者的提问，坐在一旁的

乡村振兴专干玉珍卓玛插起了话，“去

年我们村里的羊出栏后，除去成本，赚

了 19万元呢！”

在 白 玛 曲 培 和 玉 珍 卓 玛 的 带 领

下，记者在这个由政府出资改造、如今

建设得井然有序的小康村走了一圈，

只见乡村小路平坦宽敞，农家庭院干

净整洁，光伏路灯整齐划一。

“我们每周都会组织村民来一次

大扫除，镇里的垃圾清运车每周也会

来两次，清运村里的垃圾。现在每家

每户都进行了旱厕改造，看到湖边那

排露天建筑了吗，那是我们村的集体

羊圈。实施人畜分离后，走在村里再

也闻不着异味了。”玉珍卓玛充满自豪

地介绍着。

“这会儿风刮起来了，去我伯父家

坐一下吧。他家有个房间在政府的出

资帮助下，进行了恒温恒氧改造。”白

玛曲培带着记者朝益西多吉家走去。

刚进入益西多吉家经恒温恒氧改

造的房间，便感觉屋内温暖如春，呼吸

也舒畅了。屋内整洁干净，一个控制

温度的按钮镶嵌在墙上，屋外一台制

氧机像空调外机一样置放在墙角。

“现在村里恒温恒氧改造还处于

试点阶段，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家

家户户都会进行这项改造。以后游客

过来游玩，再也不会因我们村海拔高

而担忧了。”益西多吉说。

村里的硬件条件设施跟上了，村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跟着也丰富了起来。

玉珍卓玛告诉记者，如今，村里每

周都会组织村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也会定期举办文艺演出，村民们的

文化素质在不断提升。“村民们也越来

越重视教育，每年考上大学的越来越

多喽！”

海拔高，推瓦村不怕！有普莫雍错

旅游经济，有畜牧业养殖特色产业，有

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美景，推瓦村实现

乡村振兴、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底气和

劲头十足。

春节期间，现年 40 岁的格桑卓玛和合作社成员

抽空就聚在一起编织氆氇，欢声笑语不断。

“氆氇”是手工毛织品的统称，常被用来缝制藏

袍、藏帽、藏靴等，其中以日喀则市江孜县所产的

“谐玛氆氇”为上品，其以绵羊脖颈下的细软羊毛为

原料，编织技术要求高超，曾是旧西藏贵族专用的

服饰衣料。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对民族手工艺的保

护，“江孜谐玛氆氇编织技艺”成为西藏自治区级非

遗保护项目。

走进江孜县阿佳格桑氆氇农民专业合作社，映

入眼帘的便是十多台新式氆氇编织机。格桑卓玛

坐在板凳上，脚下踩动着 4 个踏板，让 360 根垂直分

布的羊绒线按照奇偶数对半交叉分开，而牵引着羊

绒线的梭子从中穿过，逐渐交织成细密的纹理。这

个流程不断循环往复，直到形成一个长 2.4 米、宽 0.6

米的产品——“新式氆氇”。

2023 年 4 月，上海一家公司与西藏江孜县启动

氆氇“复兴”计划。得益于这一援藏项目，今年 1 月，

氆氇工艺首次在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亮相，格桑卓

玛也走出国门参加了这次设计展。在这个极具影

响力的国际设计和家居装饰展览上，格桑卓玛现场

展示了氆氇编织技艺。她的手艺引来各国人士观

瞻，民族手工艺一展风采，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和

好评，这让格桑卓玛对“新式氆氇”充满信心。

日喀则市江孜县商务局局长央吉介绍，新式氆

氇纺织机能织造不同尺寸的产品，“新式氆氇”采用

山羊绒、牦牛绒等原材料，质地柔软顺滑，花样种类

繁多，迎合了国际市场需求，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氆

氇的升级。“最重要的是提高了附加值，带动了老百

姓增收。”她说。

“目前接到的订单，一条羊绒围巾价格在 3000

元左右，比传统氆氇赚钱多，熟练工一两天就能编

织一条。”格桑卓玛说，现在合作社正忙着一个 100

多条围巾的订单。

来自江孜县江孜镇的尼玛普赤，在上海经过专

业培训后考试合格，目前从事“新式氆氇”编织已有三

个多月。她说，自己此前在合作社做卡垫，但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产品积压，而

“新式氆氇”在上海援藏帮助下打开了国际市场，合作社成员收入稳步提高。

2023 年 4 月，在上海市第十批援藏江孜小组支持下，包括格桑卓玛在内的

第一批“阿佳”们来到上海，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培训。央吉表示，培训从

设计理念、现代审美入手，通过毛毡技艺、氆氇设计、设备操作、艺术钩针等实

用教学，提升她们独立设计和实操能力。

此外，上海市还计划在江孜当地援建标准化山羊养殖场，实现羊绒稳定

供应，确保养殖户收入稳定增长。

在传统技艺中融入时尚的现代元素，有着近 30 年氆氇纺织技艺的格桑卓

玛，逐渐打开了创作灵感和发展思路。她说，下一步将继续优化编织技艺，引

进先进设备，让西藏氆氇产品得到国际高端市场的认同。

从江孜到上海，再到巴黎，伴随格桑卓玛成长的民族传统手工艺，正在书

写全新的故事。 （新华社拉萨2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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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位于普莫雍错湖边的推瓦村。 本报记者 刘枫 武沛涛 摄

春节、藏历新年期间，中国邮政类

乌齐县分公司的快递小哥们穿梭在平

坦干净的乡村柏油路上，把一件件包

裹送到村民手中。

“来了，来了，赶紧卸货。”下午 1点

多，邮政车抵达昌都市类乌齐县长毛

岭乡邮政点，营业员然培和投递员曲

英丁培开始忙碌起来，对 300多件包裹

整理、分类。接下来，曲英丁培在微信

群里通知大家准备接收包裹。

“我们乡有 14 个行政村。为了方

便送货，我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每

个村经常网购的村民拉进去，每次送

货前在群里说一声。”曲英丁培笑呵呵

地对记者说。

下午 3点左右，曲英丁培开始往村

里派送包裹。每趟投递单程 112公里，

每周一、周三、周五投递。

类 乌 齐 县 域 面 积 广 ，共 有 2 镇 8

乡，县城与各乡镇之间距离远，以前群

众 生 活 物 资 运 输 不 方 便 。 2022 年 9

月，类乌齐县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建设，各乡镇依托邮政现有场地、邮

政营业员和投递人员，通过邮快合作

等模式，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我们每个乡镇邮政点都配备了 2

至 3名本地营业员和投递员，在更好地

服务群众的同时带动了群众就业。”中国

邮政类乌齐县分公司负责人崔爱玲说。

“你好，拿一下快递。”协塘村村民

挪多推开长毛岭乡商贸物流中心的玻

璃门说。

“什么名字？”然培一边问一边开

始找包裹，不一会儿，便找到了他的 4

件包裹。

“我给家人在网上买了鞋子、衣服

还有手机配件。”挪多说，“以前村里没

有快递网点，只能到县城取快递，现在

邮政快递点就在家门口，很方便。”

在方便群众网购的同时，类乌齐

县物流体系的建设完善也带动了当地

特色产品“走出去”。

“看着快递点顾客络绎不绝，我是

打心底里高兴。”长毛岭乡乡长刘正朋

说，这些年，长毛岭乡依托便捷的物流，

将本地虫草、贝母、菌类等资源优势转变

成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带动了群众增收。

“县里的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让我

们老百姓家家都能吃到新鲜肉类、蔬菜

瓜果。后续，我们将加大物流外销力度，

将更多特色农副产品卖出去，老百姓的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刘正朋说。

快 递 进 乡 村 特 产“ 走 出 去 ”
—昌都类乌齐县长毛岭乡邮政点新春见闻

本报记者 万慧

本报凉城 2月 14日电（记者 袁

海霞）14 日上午，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越野滑雪项目决赛阶段的比

赛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凉城市

凉城滑雪场拉开序幕。我区共有 4

名选手参赛。

14 日上午，进行越野滑雪公开

女子组双追逐和越野滑雪公开男子

组双追逐比赛。

在越野滑雪公开女子组双追逐

比赛中，来自全国各地的 33 名选手

参与角逐，我区运动员赤列达娃和

次仁拉姆最终分别取得第 22 名、第

26名的成绩。

在越野滑雪公开男子组双追逐

比赛中，我区运动员次仁占堆取得

第 17 名的成绩，另一名运动员旦增

旺堆位列第 29名。

赤列达娃告诉记者：“今年，我们

西藏的运动员第一次在该项目进入

决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将一

如既往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我区运动员首次亮相“十四冬”越野滑雪项目决赛

◀ 第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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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从春节消费动向看中国经济新春“市面”

新春佳节，日喀则市聂拉木县门布乡门卡麦村的村民们身着华丽的服饰翩翩起舞，以饱满的热情将“甲谐”

（意为隆重的歌舞表演）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以此来庆贺新年的到来。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跳起“甲谐”庆新春

本报拉萨 2月 14日讯（记者 索

朗琼珠）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获悉，2023 年，全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系统立足粮食和物资储

备安全核心职能，不断提升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和物资储备实力，取得

良好成效。

据了解，2023 年，我区收购粮食

3.65 万吨，较上年增长 17%；种粮农

民实现现金收入 1.7亿元；首批“西藏

稻谷种植储备保供基地”新米 1000

余吨顺利入藏上市；“十四五”粮储

行业项目投资落实率达 83%，2023 年

项目投资完成率达 95%。

2024 年，全区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

立后破，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安 全 良 性 互 动 ，着 力 稳 市 场 、强 储

备 、严 监 管 、添 动 能 、保 安 全 、聚 合

力，不断完善储备体系，持续增强储

备实力，着力提升管理能力，充分发

挥储备效用，推动粮食和物资储备

工作上台阶，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我区种粮农民实现现金收入 1.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