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助力
青稞、冬小麦颗粒归仓

喜迎丰收季
全区秋粮已收超九成
今年有望再次实现“双增”好局面

田间田间

好 景

金秋十月，西藏各地麦穗飘
香，水果、蔬菜长势喜人……大地
欢歌，盛景如画，人们话秋收、忙抢
收、“晒”丰收，雪域高原处处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为全面展示我区农产业发展
成果，谱写高原丰收欢歌，即日起，
本报特别推出“田间地里好‘丰’
景”栏目。深入田间地头，用手中
的笔和镜头，全景展现我区开展

“三农”工作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经
验，全面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幸福指
数节节攀升。

开栏语

连日来，全区青稞、冬小麦、土
豆、玉米等农作物喜迎丰收，西藏大
地处处“丰”景如画，洋溢着喜悦和
希望。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
悉，截至10月6日，全区已收割粮食
面积262.68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
的90.74%，秋粮已收超过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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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全力抓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各项措施落实，推动粮食生产
等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我区农业农村经济呈
现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近日，记者从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全区粮食播种面
积达289万亩，其中青稞播种面积223万亩，分
别比2022年增加0.1万亩、1.7万亩。截至10月6
日，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262.68万亩、占粮食播
种面积的90.74%，粮食已收超过九成。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木
介绍，今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达到108万吨以
上，其中青稞产量预计达到84万吨以上。总体
来看，今年有望再次实现粮食播种面积、产量

“双增”的良好局面，全区粮食将再获丰收。
全区各级农业部门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

根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
化”，推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配套，最大限
度保面积、保产量。同时，提早谋划“春耕备
耕”“三秋”工作，扎实做好测产工作，精心组织
抓好粮食机械化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我区大力推广‘喜玛拉22号’‘藏青
2000’‘藏青3000’等青稞良种209.8万亩，青稞
良种覆盖率达到93%。通过自治区转移支付资
金，安排1亿元支持5.66万亩良种繁殖基地和2
座种子精选加工厂建设，全面保障我区用种安
全。同时，持续推进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的
耕地质量提升工作，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419.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2.75%，占
到2025年建设任务446万亩的94%。”林木说。

西藏粮食产业经济从稳步推进向加快发
展迈步，组建西藏农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培育10余家国家和自治区级龙头企业，充
分发挥引领作用，带动全区各类粮食企业创新
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积极围绕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引导青稞加工企
业向前端带动农民建设原料基地，向后端延伸
建设物流营销和服务网络，推进青稞精深加工
产品研发和高原特色粮食产品研发，改良青稞
加工品质特性，推进糌粑、制粉、青稞片剂、青
稞功能性食品研发，目前，高原特色粮食产品
特别是青稞产品近百种，产业链不断延伸，品
质有效提升，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青稞
逐步从“温饱粮”变成“致富粮”。

商报讯（记者 谭瑞华）唐嘎乡是拉萨市达
孜区人口第二大乡，有“粮食之仓”之称。今年
58岁的旺杰是唐嘎乡唐嘎村的村民，他靠双手
奋斗出如今的幸福生活，作为唐嘎乡的老一辈
农民，他心中自然是感慨万千。

秋阳高照，天高气爽。在唐嘎乡唐嘎村的
田地里，金灿灿的青稞秆堆成了“山丘”。看着
眼前的景象，旺杰脸上笑开了花。

“从田间收割后转运到这里装车，然后直

接可以运送回家。”旺杰一边指挥着收割机，一
边跟我们说着，脸上洋溢着笑容。“就这样的青
稞，现在一块多钱一斤，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唐嘎村背靠着连绵起伏的大山，房屋旁是
一亩一亩的良田。秋天，正是青稞成熟的季
节，在微风的吹拂下，一大片金灿灿的青稞如
同阵阵浪涛滚滚不息。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唐嘎乡，我一
辈子都在种庄稼，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以前

我们都是靠人力去种植、收割，从来没想过会
有机器去田里播种收割，变化真的太大了，速
度快了，产量提升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了，日子是越过越幸福。”旺杰感叹道。

旺杰和老伴有三个子女，个个有工作，有稳
定的收入。旺杰和老伴每年还有部分政府补
贴，如今旺杰一家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
我们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旺杰动情地说。

走进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镇加入村的田
间，一派丰收的景象美如画。收割机吞进成片的
麦穗，不断吐出饱满的麦粒，加入村三组村民正忙
着用编织袋收纳。“这一袋子小麦足足有60斤。”
组长顿珠正在给编织袋封口，“我们家种了青稞、
冬小麦、油菜和土豆，今年的阳光充足，收成比往
年都好，现在收割也快进入尾声了，我们家整体收
入预计能达到3万多元，比往年翻了一倍。”

“现在收割轻松了很多，速度也很快。”村民
格桑曲珍跟在收割机后，不时弯腰捡拾起漏下的
麦穗。她说，许多年前，收割一亩地需要两天的工
时，现在有了收割机，“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加入村共有2700亩土地，农作物产量可达
两百万斤。加入村第一书记白玛加措介绍，今
年秋收，全村整体收入预计能达到500多万元。

“古荣镇加入村是西藏第一批引入收割机
的村庄。2005年起，村里就迈出了农业机械化
的第一步，当年引入的收割机仍可正常使用。
现在，村里已经实现机耕、机播、机收、机翻，收
割机总数近20台。”白玛加措说：“步入机械化
时代，减轻了村民的工作量，每到秋季丰收，大
家都非常开心。同时，大家的生活水平明显改
善，家家户户都买了车子、装修了房子，看到他
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满满的‘幸福感’。”

记者从堆龙德庆区农业农村局获悉，今
年，堆龙德庆区粮食种植面积3.81万亩，其中青
稞3.16万亩，冬小麦0.2034万亩，春小麦0.17万
亩。秋收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丰”景如画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伴随着秋风吹拂，拉萨市达孜区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丰收，土豆、玉米、青稞……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的景象，一幅和谐的秋收图展现在眼前。

在达孜区唐嘎乡唐嘎村的一片青饲玉米
地里，大型收割机、包装机、拖拉机等机械“各
显其能”，忙碌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我们家有4
亩地，种了玉米、冬小麦和青稞。玉米秸秆可
以给自家养的牛当饲料，我们家地里收割的大
概能做10个玉米秸秆草垛，用来喂牛很有营
养，也很划算。”唐嘎村村民次旺曲扎说。

“初步测算，今年达孜区小麦产量预计每
亩达到 960 斤以上，青稞产量预计每亩达到
750斤以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看着一片
片作物收割归仓，达孜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扎西顿珠高兴地说。

“截至目前，达孜区已完成收割7.26万亩，
其中粮食作物6.02万亩，经济作物0.56万亩，饲
草作物0.68万亩，完成率达到88%；部分饲草陆
续开展收割工作。”扎西顿珠介绍说。

收割、摘穗、粉碎秸秆，金色的田野里，农
机驶过，颗粒归仓。“2021年，我们家的农田被
纳入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地质量更好
了，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实现粮食自足的同
时还可以对外售卖。今年我们家在达孜区农
业技术推广站的协调帮助下，出售了4000余斤
种子，又增收一万多元。”巴嘎雪村的拉巴卓嘎
一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今年的收割工作，
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记者从达孜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确保
粮食产量，近年来，达孜区通过建设高标准农
田，开展技能培训、虫卵监测，发放种子、化肥、
补贴，协调社会化收割、出售种子等方式，在提
高农户种粮积极性方面做足了“功课”。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达孜区副区长格桑多
布杰信心满满地说道：“达孜区将充分发挥农机
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大力推广机械收割减损技
术，调配好机具，开展机收服务，提高收割效
率。并抓住晴好天气及时进行打场、晾晒，对打
好的粮食妥善保管储存，防霉变、发芽，做到颗
粒必争、颗粒归仓。同时，种子田按照良种繁殖
技术规程的要求，做到单收、单运、单打和单贮，
确保种子质量，为明年种子田和大田生产提供
高质量种子，期待明年也是一个丰收年。”

颗粒归仓
预计产量超108万吨

金灿灿的青稞是踏踏实实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