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藏历新年前夕，拉萨市达孜区第二

届年货节如期举行，150 余户商家带着各式各

样、丰富多彩的年货，兴高采烈地来到政府搭

建的平台摆摊售货、上万名群众带着政府部

门发放的消费券，喜气洋洋地逛市场、购年

货……

年货节第一天，记者来到年货市场后感

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处处都是为了采购年货

乐此不疲的群众，耳边尽是熟悉的吆喝声，到

处都是欢乐与喜庆，场面真是热闹又暖心。

“我是销售冠军，第一个卖完了所有年

货，哈哈哈！”一个身体微胖的阿佳兴奋地告

诉记者，“我自家产的 700 件青稞酒全卖光

了。”旁边的商户说，阿佳普珍家的青稞酒供

不应求，经常排队都买不到。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记者跟随阿佳普珍来

到了邦堆乡邦堆村青稞酒合作社。小小的厂

房不仅干净整洁，而且弥漫着一股甘甜的青稞

酒味道。厂房里整齐堆放的原料、晾晒的器

皿、不锈钢大炒锅、封袋待售的青稞酒……这

里，除了飘香四溢的青稞酒外，更沉淀着阿佳

普珍和丈夫拉巴的爱情和创业的故事。

今年 37 岁的拉巴就是邦堆乡邦堆村人。

20 岁那年，他学会驾驶技术后，同村里的大多

数人一样来到拉萨打工。吃苦耐劳的拉巴勤

勤恳恳，每月有着稳定的收入。就是在那段

时间，拉巴认识了从青海玉树来拉萨打工的

普珍，因为从事相同的行业，两人有了很多共

同的话题，相识相恋并结为连理。

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重复着。有一

次，拉巴看到一位网友评价说，西藏的青稞

酒味道一般，这让从小闻着奶奶和姑姑酿制

的青稞酒香味长大的他很不服气：“那个网

友一定是没有喝到好的青稞酒，才产生这样

的想法。”

小时候，奶奶和姑姑酿制青稞酒以及全

家人一起喝酒唱歌跳舞的场景，在拉巴的脑

海里浮现，勾起他美好的回忆和对家乡的思

念。生命的轨迹里，青稞酒如同烙印一般难

以抹去。酒是人们联系感情的重要纽带，也

是一种充满烟火气的文化。

他深思熟虑后，对普珍说出了自己想辞

职回家酿制青稞酒创业的想法。普珍笑容满

面地说：“我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

天了，我全力支持你。”

2016 年，拉巴回到邦堆村开办了青稞酒

合作社，当时，由于普珍身体不好经常住院，

家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前几年合作

社酿酒技术不过关，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为了全身心支持丈夫，性格开朗的普珍

索性辞职干起了青稞酒的销售。拉巴经过

无数次的试验，测试不同原材料的配比、发

酵的温度和时间之后，终于酿制出了自己满

意的口感——香甜中略带一点苦，这就是拉

巴记忆中奶奶和姑姑酿制的青稞酒味道。

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喜欢上了拉巴精

心酿制的鲜美可口的青稞酒。有了一定的知

名度后，两人又在拉萨开了店。

“青稞酒酿造并没有复杂的程序，在老

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制作。酿造前，首先

要选出颗粒饱满、富有光泽的上等青稞，淘

洗干净，将其放在大平底锅中加水烧煮两小

时，然后将煮熟的青稞捞出，晾去水分，把发

酵曲饼研成粉末均匀地撒上并搅动，最后装

进坛子，密封贮存。”拉巴介绍，为了保证原

材料青稞的品质，他通常收购本村和周边村

子老百姓种植的优质青稞。现在，合作社带

动了 7 人就业，人均月收入 4500 元左右。

普珍说，2023 年，合作社销售额达 200 多

万元，两人还清了银行的贷款，相信以后的事

业也会更加红火。

拉巴和普珍创业成功后又有了新的打

算 ：“ 我 们 现 在 的 青 稞 酒 是 纯 手 工 酿 制 ，产

量 小 供 不 应 求 。 下 一 步 ，打 算 把 周 边 的 村

民 发 动 起 来 ，一 起 将 合 作 社 做 大 做 强 。 同

时 ，还 计 划 打 造 一 个 青 稞 酒 酿 造 的 文 化 展

示 区 ，让 更 多 市 民 和 游 客 了 解 和 喜 爱 这 一

传统文化。”

拉巴和普珍：

青稞酒酿出香甜好日子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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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拉巴收藏的西藏传统陶

制酒坛。

图②：拉巴从当地农民手里收

购的上等青稞。

图③：清洗青稞。

图④：清洗干净的青稞。

图⑤：拉巴在铺盖用于酿酒的

青稞。

图⑥：发酵用的酒曲饼。

图⑦：合作社成员在晾晒煮熟

的青稞。

图⑧：普珍在忙碌工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格桑

伦珠 裴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