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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生金”
增收致富“有道”

记者手记

强国必先强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
收入是关键。”“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
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农牧民增收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山南市桑
日县辖3乡1镇43个行政村（社区）83个
村民组。经初步核算，2023年前三季度，
桑日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预计为
16083元（最终以国家统计局山南调查队
数据为准），同比增加 2900 元、增幅为
22%，完成年终目标任务的67%。请跟随
记者一起探究，桑日县农民是如何驶入致
富增收“超车道”的。

“酿造”甜蜜生活：
葡萄产业让百姓就近就业

走进桑日县超高海拔葡萄种植基地，规划
整齐的葡萄架错落有致，枝繁叶茂的葡萄藤长
势良好，一串串圆润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
枝头，散发诱人的香味，几名果农正在采摘葡
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015年，基地经过充分论证，严格筛选保留了
超高海拔A、赤霞珠、美乐、威戴尔、霞多丽等多个
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品种，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

目前，桑日县超高海拔葡萄种植基地总种植
面积达到8500亩，主要分布在绒乡扎巴村、桑日
镇塔木村、白堆乡藏嘎村等3个乡镇10个行政村
（社区）。“8500亩葡萄全部挂果后，2000亩高端
鲜食葡萄预计产出800吨、产值0.48亿元，6500
亩高品质酿酒葡萄预计产出2800吨、葡萄酒140
万支、产值2.24亿元，预计总产值将达到2.72亿
元。”该葡萄种植基地相关负责人王姝说。

央金措姆是塔木村村民，今年41岁。2020
年，她成为桑日县乡村振兴葡萄酒农特产销售
点销售员。工作中，央金措姆学习了葡萄酒知
识，对过好幸福生活更加有信心。“看到外地游
客来购买我们自酿的葡萄酒，我心里很高兴！”
央金措姆说。

葡萄种植基地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从栽培规范化、品种区域化到管理标准化，
有力地推动了葡萄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017
年至2022年，桑日县超高海拔葡萄种植基地累
计用工人数达9万余人次，累计支付当地群众务
工工资1080万元，年人均增收7000元，使周边
10个村（社区）群众实现不离乡不离土、就地就
近务工就业增收。

从小渔村到小康村：
看达古村的精彩“蝶变”

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大古水电分公司

坚持“建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
姓”的理念，充分发挥项目建设辐射带动作用，
积极吸纳当地群众、施工设备参与项目建设，
让群众在项目建设中实现增收。“大古水电站
自开工建设以来，累计带动群众就业达1.2万人
次，增收1.2亿元。”该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田德志介绍。

该公司面向山南市建档立卡贫困户招收
14名初高中毕业生实施“三定培养”，毕业后以
正式职工身份进入公司工作，形成“教育扶贫
—就业安置—全家脱贫”一体化长效扶贫模
式。此外，该公司全额投资4875万元在达古
村建设精准扶贫就业楼，30间门面房已移交
30户搬迁家庭经营，每年稳定增收近60万元，
形成了“搬迁—就业—致富”稳定脱贫模式。

达古村是雅鲁藏布江边一个小渔村。2017
年，达古村村委会将72户村民召集在一起，组
建了大古运输队，主要承接大古水电站的运输
订单，为达古村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2022年，
该运输队创收1200余万元。

旦增罗布是大古运输队的一员，2017年初，
他像其他村民一样，贷款28万元购买了一辆二
手斯太尔重卡。2021年，他还清了贷款；2022
年，他花了13万元装修了房屋；今年初，他又换
了一辆新的重卡。旦增罗布的生活越过越红
火：“现在，我掌握了驾驶技术，又换了新车，希
望以后能有越来越多的订单。”

温泉、民宿、茶馆：
雪巴村村民过上好日子

出桑日县城，往东北方向溯增期河而上约
45公里，行至沃德贡杰雪山脚下的雪巴村，有一
处由7个泉眼组成的温泉群，名曰沃卡温泉，是
山南市有名的温泉胜地。雪巴村以产业振兴为
目标，打造特色温泉旅游小镇，让温泉变成了

“致富泉”。
雪巴村村委会主任扎西顿珠说，今年中

秋节、国庆节期间，接待了来自区内外上万人
次游客，甚至出现了“一床难求”的情景。来
自林芝市巴宜区的嘎玛，已经在村里的民心
宾馆住了 5 天。“卓拉卡温泉有口皆碑，我是
听朋友推荐，专程从林芝赶过来，主要是为了
保健。”嘎玛看上去容光焕发，这里的温泉不
仅舒服，而且住宿环境也好，还给客人提供免
费厨房和灶具。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雪巴村修建了帕姆温
泉宾馆、民心宾馆，改建绵曲卡、卓拉卡等温
泉，进一步提升游客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为
集体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引
擎”。同时，雪巴村不断升级优化村内“硬环
境”，强化水电路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15户高档家庭民宿，不断提升温泉旅游服务接
待水平，提升游客满意率，推动全村温泉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

23岁的洛桑曲珍是雪巴村村民，但是她也
有多重身份，家庭民宿收银员、茶馆服务员、温
泉保洁员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作为
雪巴村一员，在村集体经济中投入劳力，年底
就能得到相应的分红。“我每天都过得挺充实
的，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幸福生活。”洛桑曲珍
说，她和父亲轮流值班。去年，她家拿到了3.5
万元的分红。

“雪巴村村集体收入从2020年的123万元
增长至2022年389万元，群众分红从2020年每
户1万元增长至2022年3.5万元。”雪巴村第一
书记李想说。目前，随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雪
巴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更加宜居宜业，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了。全村98户358人
吃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小康生活。

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桑日县相关
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力度，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
农业生产的效益和质量，桑日县百姓日子越
过越红火。

葡萄甜了、温泉火了、日子好了……

桑日百姓驶入致富“超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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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记者 赵越 胡荣国 张琪 丹增平措 狄碎虎 史金茹

商报讯（记者 赵越）文化产业作为绿
色产业和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高经济
发展质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拉萨文
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月24
日上午，拉萨市文化产业发展代表性企业
交流座谈会召开。记者从座谈会上获悉，
截至今年上半年，拉萨市共有注册文化类
企业3800余家，规模以上文化类企业1400
余家。

近年来，拉萨市各级文化产业管理者
和经营者按照“一核三廊多点”产业发展思
路，大力实施“文化+”战略，持续推动“文
化+旅游+体育”文化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拉萨市文化局一级调研员范跃平介
绍，近年来，拉萨市部分重点文化企业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依托拉萨特色资源，以加强

软硬件设施建设为抓手，打造了一批具有
示范带动效应的文化产业项目。截至今年
上半年，全市共有注册文化类企业3800余
家，规模以上文化类企业1400余家，文化产
业从业人员达3万余人，国家、区、市、县四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108家。2020
年-2022年，拉萨市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园区总产值分别为15.36亿元、17.67亿
元、16.27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拉萨市各
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企业总产值达
11.81亿元，招商引资7亿元。按照发展态
势，拉萨市文化产业总产值今年有望突破
20亿元大关。

“拉萨市文化产业正在稳步发展壮大，
同时对加快拉萨市公共文化建设，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扩大社会
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范跃平说。下一步，拉萨市文化局将
积极探索“文化+旅游”“文化+体育”“文化+
生态”“文化+康养”等创新模式，推动文化
产业和旅游业及其他产业深入融合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和增长点，推
动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拉
萨礼物”品牌建设。

西藏“醍醐”品牌、西藏卓番林文化有
限公司、西藏甜茶文化艺术创意有限公司
……座谈会上，来自拉萨市各区（县）企业
代表们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谈感受、摆案
例、讲瓶颈、提建议，就推动产业发展、提升
品牌影响力、打造特色IP、提升营商环境、
拓展发展空间等方面深入交流，座谈会现
场氛围浓厚热烈。

西藏卓番林文化有限公司品牌策划总
监洛桑群培表示：“二十多年来，我们通过

深耕本地文化溯源的保护整理，致力于传
承、传播和发展西藏传统手工艺，打造西藏
文化创意平台，塑造西藏文化品牌形象。
只有不断深入挖掘以及创意开发，才能更
好地保存和传承。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是当
地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历
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萨市文化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
达瓦次仁表示，拉萨市文化产业发展代表
性企业交流座谈会的召开，旨在聚焦拉萨
特色文化产业和新型文创产品的开发、发
展，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各文化
企业要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产业示范、区域
辐射和科研创新促进作用，切实提升拉萨
市特色文化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助力乡村
振兴能力，为拉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

拉萨市现有注册文化类企业3800余家
“文化+旅游+体育”文化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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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南市桑日县海拔近3600
米的雅鲁藏布江岸边，有一片由
荒滩、荒坡、荒地改造而来，集葡
萄种植、酿造、展销、观光于一体，
面积达8500亩的葡萄园。基地不
仅拓宽了当地的产业链条，更带
动了群众就近就业。

近年来，桑日县培根固土、精
准浇灌，推动了一批优势特色产
业在乡村茁壮生长，助力农民增
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内生动力。葡萄甜了、温
泉火了、日子好了，桑日县农民驶
入致富增收“超车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意义重大，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我区各地要
立足特色，持续发力，延链补链强
链，提升质效，让老百姓的生活越
过越红火，共同绘就乡村振兴壮
美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