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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店 ，是 构 成 实 体 经 济 最 基 础 的

“细胞”，连接着千行百业，也服务着千

家万户。从小区门口的便利超市到点

缀生活的花艺店，再到蕴含家乡口味的

美食店……热气腾腾的“小店经济”，做

的是便民小生意，彰显的却是城市发展

的大活力。对于消费者来说，“小店经

济”的发展不仅让生活更加便利，对于

提升生活品质、增强消费满足感也起到

了关键作用。

便利小店增添生活便利

“老板，水果怎么卖？”“店里有酱

油和味精吗？”“能不能帮忙收个快递？”

如今，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作为“小

店经济”代表的便利店以其独特的便利

性，正逐步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那些遍布拉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的便利店，不仅解决了居民日常生活中

的即时需求，更以其便捷、贴心的服务

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家住拉萨市柳梧新区长兴都汇小

区的居民马先生每天下班后，都会光顾

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购买蔬菜水果和其

他日用品。在他看来，尽管这家便利店

门面不大，但货架上的新鲜蔬果、办公

用品、休闲食品等样样齐全，价格也合

理。“虽然大型超市距离我们小区也不

太远，但在这里买个日常需要的东西还

是很方便的，尤其便利店还支持送货到

家，来不及下楼买的东西几分钟就送到

了。”市民罗先生告诉记者，“我平时上

班比较忙，没时间去逛超市。自从小区

门口有了这家小店，下班顺路就能买到

新鲜的蔬果，再也不用为没时间采购食

材而苦恼了。”

货品新鲜、距离近、服务好是不少

市民对于便利店青睐有加的原因，这些

便利店不仅满足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

求，还通过不断升级的服务模式，让邻

里之间更加和谐温馨。拉萨市城关区

东城一号小区门口，居民孟女士告诉记

者，小区门口便利店的老板娘人特别和

善，无偿帮居民代收快递，为不少上班

人士解决了大问题。“以前总是担心快

递来了没人收，现在好了，家门口的便

利店就能代收，真是太方便了！”孟女士

说，“有时候加班晚了，回家就能顺便取

快递，真是省时又省心。”

花艺小店点缀美好生活

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小店经济”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为城市增添了

色彩与生机，也在浪漫中传递着生活的

美好。当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悦己”经济迅速发展，鲜花消费逐渐从

节日礼赠扩展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

“小店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花艺店在迎

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点缀了居民的生

活，赋予生活独特的美学魅力。

走进一家位于拉萨市太阳岛附近

的花艺小店，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

香，各式各样的花卉争奇斗艳，从经典

的玫瑰、百合，到小众的尤加利叶、小雏

菊，每一束鲜花和绿植都被精心搭配，

等待着顾客的青睐。拉萨万利嘉园小

区居民次女士很喜欢这家花艺店，她告

诉记者，无论是周末闲暇时光，还是下

班归家途中，只要步入花艺店挑上几枝

心仪的鲜花，就能享受愉悦的购物体

验。“以前买花大多是送亲友，现在更多

是为了点缀生活，带来好心情。”次女士

说，“自从这家花艺小店开业以来，有时

只需十几块钱就能买下一束鲜花，收获

一整天的浪漫。”

除花艺店以外，以咖啡店、烘焙店、

甜茶馆等为代表的“小店经济”，在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传递着拉

萨独特的城市美学，让居民在城市的繁

忙与喧嚣中依然能享受一份难得的宁

静。“周末或节假日，我都会去小区附近

的那家咖啡店，点上一杯招牌拿铁，好

好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拉萨居民方

女士说，这家咖啡店距离小区很近，虽

然店面不大，但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聊

天、分享生活，感受生活的惬意与安宁。

美食小店慰藉思乡情结

拉 萨 的 街 头 巷 尾 ，隐 藏 着 无 数 小

店，它们或许不起眼，但往往蕴含着令

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沙县小吃、重

庆小面、云南腊排、绵阳米粉……这些

美食店借助“小店经济”的蓬勃生机与

巨大潜力，在拉萨找到了属于它们的发

展机遇，不仅为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风景

线，更以其地道的家乡风味，温暖了无

数人的心。

在拉萨市藏热路上的一家重庆小

面店内，迎面而来的香味让人忍不住驻

足停留，店面不大，却布置得温馨整洁，

店老板正忙着在后厨煮面拌料，老板娘

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熟练地记下顾客的

点单，食客们有说有笑耐心地等待美食

上桌。“每次来这儿吃碗小面，就像是回

到了家一样。”来自重庆的张先生感慨

地告诉记者，两年前，他因工作调动来

到拉萨，每当想念家乡时，就会来这家

小面店坐坐，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重庆小

面，想念似乎就得到了慰藉。“这家店的

老板是地道的重庆人，小面做得很地

道，不少老乡都喜欢来这吃饭，熟了以

后大家就成了朋友。”张先生说。

除了重庆小面，拉萨的美食小店里

还藏着各种各样的家乡味道，无论是热

气腾腾的兰州拉面，还是香辣可口的四

川麻辣烫，抑或是软糯香甜的广东糖

水，这些小店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

更在无形中搭建起了一座座连接家乡

与异乡的桥梁，让每一个远在异乡的人

都能找到一丝温暖。“我刚来拉萨的时

候，很难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但是这几

年专营湖南菜的小店越来越多，让我们

这些异乡人有机会品尝家乡味，这对我

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吧。”来自湖南的

陈女士感慨道。

“小店经济”蓬勃发展—

点燃拉萨城市“烟火气”
本报记者 娄梦琳

7 月 1 日，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国际

会展中心。室外是 35度的高温，室内那

更是“红火”——“朗香缘”牌辣椒酱在

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火热出圈，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购买，鲜香

热辣的味道让很多中外经销商在展台

前驻足询问合作事宜。

不仅仅是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上，就在前不久的 2024“832 平台”

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活动上，靠着不同寻

常的辣椒香味，“朗香缘”吸引来了深圳

新亿来贸易有限公司。

走进林芝市朗县，空气中弥漫着辣

椒的辛辣香气。深圳新亿来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晓静循着这热烈如阳光

一般的辣椒香气，专程来到了朗县，并

与朗县乡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签

约，成为“朗香缘”系列产品的粤港澳大

湾区总经销商。“今年 5 月，我们拿了一

些样品回到深圳推广，发现消费者对

‘朗香缘’品牌产品的认可度很高，这次

我们专程过来签约总代理。接下来，我

们会多渠道推广‘朗香缘’系列产品，助

力乡村振兴，带动朗县的老百姓增收。”

刘晓静说。

朗县乡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是朗

县当地集辣椒收购、加工、存储、销售于

一体的县域龙头企业。公司总经理杜

家运说：“今年，我们采用‘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收购模式，对全县辣椒

进行集中收购和对外销售，不仅保障了

公司的辣椒供应量，还解决了群众销售

难的顾虑，提高了群众种植辣椒的积极

性。”

这两年，朗县乡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通过市场展销、品宣推广，让朗县“喔

嘎嘎”“朗香缘”等系列辣椒品牌受到了

广大商家和消费者的青睐。“目前与我

们签订单的公司分别来自广东、山东、

安徽、河北、北京，签约金额达到了 2500

万元。此外，我们还与贵州椒源集团达

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了 300

吨的鲜椒收购订单。”杜家运说。

近年来，朗县按照推进“一特两带

三品”雪域农牧业高质量示范基地建设

要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

作的原则，从统一育种育苗、统一物资

保障、统一种植管理、统一技术培训、统

一组织采收、统一资金发放的“六个统

一”来进行辣椒品质的把控和品牌的提

升，促进了当地辣椒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眼下，正是辣椒丰收之时，从田间

到加工厂，都是一派忙碌景象。走进朗

县朗镇托麦村辣椒种植基地，饱满的辣

椒迎风挺立，村民们熟练地采摘着成熟

的辣椒。新鲜采摘的辣椒将被运往当

地辣椒加工厂，集中加工后销往各地。

在朗县仲达镇辣椒加工厂，一辆辆

满载辣椒的货车排满厂区。收购现场，

称重、记录、装袋，井然有序。现场群众

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品质好、品牌俏，不愁销、销得广，

越来越多的朗县农牧民群众在辣椒产

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了增收致富。

鲜 香 热 辣 别 样 美
—林芝市朗县推动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谢筱纯

本报那曲电（记者 万靖）今年以

来，那曲市坚持以“走出去、引进来、能

落地”为导向，不断夯实基础、扩大招

商引资，着力构建更高层次的产业合

作 体 系 。 为 加 强 那 曲 与 区 外 资 源 互

动，突出重点产业、深挖合作空间、强

化项目对接，让区内外企业建立起互

动沟通机制。近期，在辽宁援藏前方

指挥部协调下，那曲市相关单位、县区

及企业代表参加了为期 6 天的“援藏北

京行”活动。

据 悉 ，本 届 活 动 采 用“ 展 会 + 招

商”、互联网直播等模式，为产业形象

和品牌推广提供更好的平台。各方代

表通过现场签约、高峰论坛、线下商谈

等形式开展交流学习、磋商合作意向，

更加全面地展示优势特色产品。

活动期间，那曲市以打造冬虫夏

草品牌形象为牵引，通过互联网直播

形 式 宣 传 推 广 了 冬 虫 夏 草 、藏 香 、足

浴 粉 、羊 毛 围 巾 、天 线 帽 等 羌 塘 特 色

产 品 ，同 时 巧 借 展 销 会 平 台 ，大 力 推

广农牧、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等优势

产业。

那曲市发展改革委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通过此次“援藏北京行”招商推

介活动，那曲市安多县与区外两家公

司达成合作意向。此次活动为区内外

共同发展提供更多元、更高效、更立体

的合作机遇，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内生

动力。

“援藏北京行”激活那曲招商“春水”
安多县与区外两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八月的林芝，处处瓜果飘香，硕

果 累 累 ，一 派 生 机 勃 勃 的 喜 人 景

象。走进圣域农场果园，葡萄、西

梅、哈密瓜、西瓜、李子各种水果挂

满枝头。果园的水果自然生长，是

原生态水果，吸引了不少游客市民

前来采摘购买。

近年来，圣域农场果园在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上下足功夫，实

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收入一年更比一年好。

图①：西梅。

图②：工作人员在剪葡萄。

图③：葡萄。

本报通讯员 王显琴 摄

瓜 果 飘 香

①①

②②

本报泽当电（记者 武沛涛）日前，

由山南市人民政府主办，山南市商务

局、山南旅投公司联合承办的 2024 年

“中华美食·西藏味道·雅砻飘香”创新

与未来美食大赛山南预赛在山南市泽

当饭店顺利举办。旨在积极落实自治

区党委、政府关于做强“中华美食·西

藏味道”美食街品牌的部署要求，以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山南餐饮业高质量

发展。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两天，汇聚

了来自山南各地的 26 家优秀餐饮企业

代表参赛。大赛要求参赛选手需在规

定时间内，分别完成规定菜与自选菜两

大模块，并强调菜品应结合山南地域特

色，彰显雅砻独特的风土人情。

本次大赛特别邀请了西藏自治区

烹饪餐饮饭店业协会会长褚立群等六

名 国 家 级 评 委 进 行 评 分 。 褚 立 群 表

示，此次大赛以牦牛肉作为规定菜主

要食材，并鼓励参赛选手在自选菜的

选择中，使用措美牦牛、浪卡子苏格绵

羊、隆子黑青稞等山南特色食材制作

菜品。同时，大赛还为参赛选手提供

了援藏省市的特色食材。希望参赛选

手能够融入自身对雅砻文化的理解与

感悟，将西藏食材与援藏省市的食材

相结合，让美食文化能够有更多的融

合与创新。

“这次我选用的食材都是来自山

南本地的苏格绵羊和雅砻牦牛，我制

作了烧烤口味的烤羊排与比较有嚼劲

的烧牛尾。此次比赛不仅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也会

借此机会，把在比赛中学习到的经验

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参赛选手唐祖

均说。

最终，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嘎

珠荣获一等奖、扎西、坚增桑布荣获二

等奖、唐祖均、洛桑旦巴、贾龙荣获三

等奖。此外，大赛还评选出特色奖 5

名、创新奖 5名、鼓励奖 10名。

中华美食·西藏味道·雅砻飘香

创新与未来美食大赛山南预赛举办

图为参赛选手在制作美食。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永青）

记者日前从阿里地区投资促进局了解

到，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实施招商引资

项目 37 个，协议投资 200.88 亿元，到位

资金 12.04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70.76%、同比增长 34.44%，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3.46 亿元，吸纳区内就业 1216

人，实现劳务收入 620万元。

上半年，借助河北、陕西两省援藏

资源优势，组织参加各类招商引资活

动 5 场次，签约阿里结则茶卡 1 万吨盐

湖提锂综合能源项目、阿里机车房车

酒店综合体、数字农业智慧产业示范

园、西藏阿里地区札达酒店、可持续牧

场酒店等 10 个项目，估算投资 63.16 亿

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抢抓

机遇，奋勇争先，不断开创招商引资工

作新局面，起草了《阿里地区招商引资

“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站在阿里看

世界，百名企业家阿里行”招商引资推

介会总体方案》，并成立相关领导小组

和各专项组，以打造阿里特色知名 IP，

切实推动阿里与其他省市的交往交流

交融。

在区内，积极参加 2024 全球数字

经济大会拉萨高层论坛；在区外，阿里

地区投资促进局牵头，协同河北、陕西

两省援藏工作队，阿里地区文旅局及 3

家企业赴京参加自治区“西藏优品北

京行”活动。

为改善营商环境，阿里地区制定

印发了《阿里地区 2024 年优化营商环

境 工 作 要 点》，梳 理 全 地 区 实 施 清 单

9102 项，通过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

面覆盖至地、县、乡、村四级，即办件占

比 达 23.5% ，事 项 网 上 可 办 率 97.6% 。

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开办时间

由原来的 3个工作日压缩至 1个工作日

以内，推进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工作，

新设企业全程电子化使用率 100%以

上。大力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加

班服务、免费寄递等服务，政务服务大

厅受理免费寄递业务 50余件。

此外，充分发挥“交易数字化服务

平台”优势，实现对同一项目在同一时

间不同地点，评标专家远程同时评标，

累计开评标项目 220 宗，交易额 23.66

亿元，同比交易宗数增加 10%。积极对

接 派 援 省 市 ，开 展 远 程 异 地 评 标 124

宗，占评标总数的 56.36%，交易额达 12

亿元。持续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以“6+

1”融资对接清单为抓手，累计为企业提

供贷款余额 45.57亿元。聚焦中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目前，完成融资业务 72

笔，金额 3.29亿元。积极落实信用贷款

和首贷政策，完成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余额 9.04亿元。

阿里地区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协议投资200.88亿元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