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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位于达孜

工业园区，是一家以研发、制造高原羊

毛、羊绒、牦牛绒产品及传承弘扬高原

传统纺织文化为主的综合型企业。近

年 来 ，西 藏 圣 信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立 足 本

土 优 势 ，不 断 推 动 本 土 牦 牛 绒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努 力 让 高 原 特 色 资 源 走 向

国际市场。

牦牛绒产业的发展和出口量的增

加 ，不 仅 为 西 藏 圣 信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带

来 了 收 益 ，也 带 动 了 当 地 农 牧 民 就 业

增 收 。 据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西 藏 圣 信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针 对 国 内 外 市 场 需 求 ，

不 断 调 整 和 优 化 产 品 结 构 ，与 农 牧 民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采用“牧户+基

地 +企 业 +市 场 ”的 运 营 模 式 ，不 仅 确

保 了 原 材 料 的 质 量 与 供 应 ，还 为 农 牧

民 提 供 了 稳 定 的 销 售 渠 道 ，确 保 他 们

的收入持续增长。

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每年从农

牧民手里和基地采购大量绒毛原材料，

采购量超过 2000 吨，每年支付农牧民

原料收购资金 1500 万元至 3000 万元。

这不仅为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

使得西藏的绒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此外，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积极

响应国家产业升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号召，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将创新作为

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牦牛绒作

为公司重点研发对象，经过多年努力，

其深加工产品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不

断增加，为农牧民带来了更高的收益。

牦牛原绒的收购价格从最初的每公斤

20-30 元提升至 60-90 元，直接惠及广

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走进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看到，一台台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高

速运转。清洗、晾晒、杀菌后的牦牛毛

经过机器的来回分梳加工实现粗毛和

绒毛分离。其中，自主研发的洗绒生产

线配套太阳能+空气能+电能的“太空

热力组合系统”是区内首创技术，它利

用西藏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结合空气能

和 电 能 ，达 到 节 能 和 环 保 的 要 求 。 同

时，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与武汉纺织

大学合作研发的分梳生产线，是国内第

一套兼容羊绒分梳的成套生产线。这

些创新技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

低了能耗和生产成本。

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已获得国

家授权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外观专利 1 项。其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上备受认可，荣获多项大奖。牦牛绒

“雪域山水”系列披肩围巾两次荣获西

藏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并获得“西藏礼

物”官方认证标识；牦牛绒纯绒超薄（戒

指 绒）围 巾 及 雪 域 山 水 印 花 围 巾 获 得

2018 中 国 工 业 优 秀 设 计 奖 入 围 证 书 ；

2021 年公司的粗纺牦牛绒围巾被评为

国家绿色产品；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

的高效牦牛绒分梳系统获得国家纺织

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一系列的荣

誉充分证明了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

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和卓越品质。

除了在牦牛绒领域取得显著成绩

外，西藏圣信工贸有限公司在巩固出口

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逐年

加大纱线的产量，计划开发羊毛（绒）相

关产品如围巾、卡垫、挂毯等手工织品

及羊毛被等，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在国家、自治区、拉萨市出口贸易

政策的扶持下，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优

势，拓展国际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助

力农牧民增收致富，为自治区、拉萨市

的外贸出口增长作出积极贡献。”西藏

圣信工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牦牛绒和羊毛（绒）产品方面，计划进一

步挖掘高原稀有资源，依靠现代环保加

工技术，推出更多适合现代生活的牦牛

绒和羊毛（绒）系列产品。同时，加强与

国内外专业厂家和销售网络的合作，扩

大 经 营 规 模 ，充 分 挖 掘 牦 牛 绒 特 色 资

源，加大牦牛绒，羊毛（绒）的研发力度。

本报拉萨讯（记者 拉巴桑姆）近

年来，拉萨城投物流园积极协同相关

部门规范物流行业、输出物流行业数

据、落地行业政策，推动现代物流业

与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拉萨经

济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拉萨城投物流园是西藏

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园区内

物流规模从传统的仓储租赁业务逐

步 发 展 成 为 集 仓 储 、冷 冻 冷 藏 恒 温

库、装卸、全国轿车托运，以及办公、

信息处理、停车住宿、餐饮娱乐、加油

站、铁路专线、铝合金加工批发市场、

重型货车修配等于一体的综合物流

中心。

目 前 ，西 藏 物 流 总 费 用 占 地 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显著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拉萨城投物流园积极推进

物流指挥中心搭建，涵盖园区安防、

车 辆 追 踪 、路 由 规 划 及 商 家 经 营 动

态 大 数 据 测 算 等 多 项 功 能 ，自 主 研

发 WMS 仓储系统，提升快消品统仓

共配、同城共配，为中小企业解决了

配送难、市场进入难等问题，有效降

低 了 客 户 的 仓 储 成 本 和 进 货 费 用 ；

依 托 西 藏 物 流 协 会 会 员 企 业 资 源 ，

在中、小、微物流企业推进自主研发

TMS 物 流 运 输 系 统 。 系 统 推 广 后 ，

物流企业配送时效和运营效率得到

极大提升，通过全流程监控，对物流

各 环 节 精 准 把 握 ，有 效 节 约 了 物 流

企业成本。园区建设了两条往返于

拉 萨 和 日 喀 则 的 铁 路 专 线 ，既 能 大

幅 度 降 低 运 营 成 本 ，又 可 以 立 足 于

区位优势，推动公铁联运发展。

此外，为满足现代化需求，拉萨

城投物流园设立仓储区、生活区、加

工区、商贸交易区、冷冻冷藏区、大型

车辆停放区六大功能分区，根据区域

特色、产业特色重点布局，着力提升

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为高原特色农副

产品提供冷链运输体系保障。

拉萨城投物流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拉萨城投物流园将组建自

己的电商队伍，开展全区电商服务，

自行组建物流配送系统，实行县、乡、

村一体化服务模式，依靠政策支持大

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

合”建设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和

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信息平台，逐

步发展西藏电子商务产业，为我区经

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

让 牦 牛 绒 走 向 世 界
—走 进 西 藏 圣 信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拉萨城投物流园

打造智能化综合型物流园区

近日，记者来到拉萨市墨竹工

卡县门巴乡贴朗村，看到墨竹工卡

县“便民溪桥”三期工程正在紧张

施工。工程总计建设 35 座便民溪

桥，完工后将为当地农牧民出行提

供便利。

图为“便民溪桥”三期工程施

工现场。

本报记者 裴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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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日，昌

都市第三期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培训

班在河北省唐山市开班。昌都市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各县

（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相关负

责同志、乡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技术

专干等共计 26人参加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教学、案例展

示 与 现 场 观 摩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开 展 。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邀

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

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

业区划研究所、青岛大学、国土资源

部土地整治中心、邯郸市农业环保站

等专家教授，为昌都市学员讲授国家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最新政策、受污

染耕地修复和安全利用田间技术实

施案例分享等，并安排在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示范区、农膜回收利用示范

区、农业资源化利用示范点等开展现

场实践学习、参观。

同时，结合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工

作，紧紧围绕昌都市委、市政府提出

的“十项”增收措施和“五大方案”，为

此次培训增加新质生产力等党政思

想学习、解读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等内容。

本次培训为期 12 天，旨在以不同

授课形式吸取区外先进经验，将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对持续高效落

实国家和自治区下达的耕地土壤污

染防治政策和目标任务、示范推广农

牧业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推动昌都市

农业资源工作取得新进展具有重要

意义。也为昌都市扎实推进土壤污

染防治、守护群众“米袋子”和“菜篮

子”，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农牧业环

境保护工作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

昌 都 市 第 三 期 耕 地 土 壤

污染防治区外培训班开班

图为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德吉曲珍）为

进一步推动旅游经营主体依法合规

经营，助力全域旅游新发展，近日，拉

萨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涉旅从业人员

召开诚信经营及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会，拉萨市星级酒店、涉外餐饮业、大

型旅游购物商场负责人等 70 余人参

加培训。

据悉，此次培训从关注度较高的

价格、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以及

消费维权领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

指导。培训对照餐饮单位、旅游购物

商场、旅游景区等日常监督检查和受

理投诉举报及舆情，指出暴露出来的

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围绕规范价格

行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落实特种

设备“两个规定”以及履行经营者的

义务等方面通过典型案例进行深入

剖析，指导从业人员规避风险，合规

经营。同时，针对维权知识方面进行

了全面讲解，引导从业人员自觉加强

行业自律，加强对依法合规经营事项

的了解和掌握，提升依法诚信经营的

能力。

相关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大家深刻认识到依法经营的重要性，

切实提升了应对风险能力与依法合

规经营水平，进一步推动涉旅经营主

体的健康发展，为持续推进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会后，拉萨市

市场监管局为参会人员发放《旅游市

场规范经营倡议书》《诚信合规经营

指导手册》1000 余份，发放价格标签

1 万余张。

拉萨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涉旅从业人员诚信经营及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本报那曲电（记者 曲珍）为落实

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那曲市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确

保发放程序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数

据统计到位。

从资金量和覆盖面来看，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那曲市保护

生态环境最直接、政策覆盖面最广、

群众增加收入最高的一项惠民利民

政 策 ，年 平 均 落 实 补 助 奖 励 资 金 达

10.5 亿元，能够增加农牧民群众现金

收入约 2080 元。为按时完成 2024 年

政策执行工作，那曲市级层面先后 3

次下发通知督促草补政策落实，对 11

县（区）拨付补助奖励资金 12.486 亿

元 ，日 常 工 作 推 进 过 程 中 严 格 执 行

“周调度”制，及时分析解决政策落实

中存在困难问题。

据 悉 ，截 至 目 前 ，全 市 114 个 乡

镇均已完成牲畜清点、人口统计、资

金测算、公示公开及乡级自验；11 个

县（区）均已完成资金公示公开及县

级自验；除色尼区以外其余县（区）完

成县级自验后的 50%资金兑现，兑现

到户资金达 5.0297 亿元。

那曲市确保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政策落实到位

近年来，我区立足重要的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战略定位，先后印发实施《西藏

有机农产品认证与基地创建行动方案

（2022—2025 年）》等方案，从总体思路、

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发展布局、重点工

程、年度计划、投资规模等方面谋篇布局

绿色有机农牧业发展。按照自治区绿色

有机基地建设部署，始终把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有机产品基地建设

作为重要工作，成立工作专班专职推动，

加快推进绿色有机生产基地建设，探索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新路子，

绿色有机成为西藏农牧业发展底色。

打造有机基地

西藏嘎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嘎尔德生态畜牧公

司”）经过几年的探索，坚持“理念”和

“算盘”两手抓，形成了“绿色、有机、可

持续”的经营发展理念，以独特的“云端

牧场、黄金奶源”为名片，自主创新打造

“嘎尔德”高原特色牦牛乳业品牌，已完

成 44类商标及 22类互联网域名注册，成

功注册“那曲牦牛”地理标志，取得了有

机牧草、有机牦牛、有机牦牛奶等有机

转换证书。

嘎尔德生态畜牧公司拥有嘎尔德

生态畜牧产业示范基地，同时与色尼区

12 个乡镇、134 个村结成产业联盟，在乡

镇设立 10 个一级奶站，在村居设立 100

个村级奶源供应点。在嘎尔德生态畜

牧公司辐射带动及示范引领下，牧民群

众的养殖观念得到进一步转变：适时加

强奶牦牛补饲，奶产量大幅提高；自主

购买奶桶，在牦牛奶业生产过程中既注

重原奶质量，又保证原奶干净卫生。现

在，农牧民以往的“小、粗、散”养殖模式

正逐步向家庭牧场、现代牧业转型。

嘎尔德生态畜牧公司的发展是我

区推进绿色有机生产基地建设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我区结合实际落实“一

控 两 减 三 基 本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防 控 措

施，有机基地项目区内实现农药化肥零

使用，有机肥增量施用，废弃农膜回收

率、秸秆综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均达 100%，为建设绿色有机认证基地

创造前提条件。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我

区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 1个、有机农产品基地 4个。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

“全域有机、全季生产、全链供应”的思

路，将以米林市、巴宜区为中心打造西

藏特色有机农牧业保供基地，申报创建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3

个、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 3个。

改善膳食结构

发展有机农牧业，不仅可以有效增加

优质农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

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为改善优化我区居

民膳食营养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藏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之源现代农业科

技公司”）是一家集建设、研发、种植、销

售、品牌打造为一体的高原有机蔬果产

业园，种植的高原有机蔬果为群众提供

了健康的食材，特别是芦笋，它含有锌、

硒、钼等微量元素，并含有天门冬酰胺、

黄酮、皂甙、芦丁等药效成分，具有抗氧

化、抗衰老、抗肿瘤、抗菌、提高免疫力

等作用，是高原“蔬菜之王”，更是人们

优化膳食营养结构、提高生活质量的选

择之一。

不仅高原有机蔬果“神通广大”，高

原青稞也“不容小觑”。

西藏吉祥粮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先后被认定为拉萨市和西藏自治区

“科技型”企业和农牧产业化“龙头企

业”，荣获拉萨市科学技术奖 1 项，生产

的“青稞挂面、青稞速食面、青稞糌粑”

先后荣获中国方便食品奖。旗下的“吉

祥粮”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西藏吉祥粮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专注打造西藏青稞健康食品，用西藏青

稞做健康主食，开创青稞主食行业，打造

健康主食结构。生产的青稞食品与我国

“四大主粮”相比，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可

以达到 16.39%，长期食用具有预防肥胖、

降糖降脂、抗氧抗衰、抗炎等功效。

一季度，我区主要农产品定量抽检

8325 批次，总体合格率在 97.8%以上，比

去年提高 0.1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区农

牧业科技创新平台日益建设完备、农牧

业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一批农牧业

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实现了西藏农牧

业产能质与量的双提升，确保了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牧产品安全供给，丰富了农

牧产品、改善了膳食营养、提高了全区

人民健康水平。

提高发展效益

近年来，我区大力支持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保

护农产品等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

发展。类乌齐牦牛、岗巴羊、工布江达

藏猪、隆子黑青稞、林芝苹果等成为家

喻户晓的优质安全农畜产品代名词，品

牌影响力逐步凸显，正在成为我区农牧

业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

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公司基地生产

的芦笋年均亩产达 2000 千克，销售单价

依等级、品种在每千克 50 元到 102 元之

间，按均价 60元每千克计算，每亩年均毛

利润约 10 万元。目前，绿之源现代农业

科技公司已经打通线上及线下销售渠

道，也成功通过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备

案，待产量稳定增长后便可向香港供应。

2023 年，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公司

高原有机蔬果产业园辐射惠及受益群

众 100 余户 500 余人，带动增收 200 余万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近 90 万元、采购资

金约 40 万元、机械租赁费用近 75 万元。

绿之源现代农业科技公司的发展模式

为发展绿色有机产业、打造“小而精”

“少而优”的产业链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目前，我区的 1 个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基地、4 个有机农产品基地辐射惠及

30 个乡（镇）、83 个行政村，受益群众达

1.4万户 6万余人，户均年增收 1500元。

产业赋“绿” 品质镀“金”
—我区绿色有机农牧业发展小记

本报记者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