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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年来，

昌都市边坝县普玉一村紧紧围绕“绿

色边坝 原生净土”发展定位，充分利用

辖区三色湖景区、祥格拉冰川、贡嘎冰

洞等旅游资源，积极探索“党建+”模

式，让每家每户都吃上了“生态饭”、踏

上了“致富路”。

聚焦“党建+党群服务驿站+民宿

发展”强领航，在推动上谋实策。普玉

一村积极召开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

促就业增收、党建引领文旅发展等会

议，着力创建党群服务驿站，打造游客

接待室、休息区、餐厅和露营基地等配

套设施，让党群服务驿站成为连接党

和人民群众的温馨纽带。同时，鼓励

村民开设民宿 5 家，引进外来商户开设

民宿 3家，切实促进群众增收。

聚焦“党建+祥焰服务骑行队+志

愿服务”树品牌，在走新上出实招。普

玉一村积极引导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以党员为基础，带动村内劳动力组

建“祥焰服务骑行队”，先后开展摩托

车载客观光 38 次、四轮越野摩托车载

客观光 22 次，户均增收 7100 余元。同

时，积极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景

区卫生打扫 110 余次，为游客提供咨

询服务 320 余次，村党支部战斗力、领

导力、号召力显著增强，党群、干群关

系和谐有序。

聚焦“党建+合作社+农旅结合”促

融合，在发展上见实效。普玉一村在

将边坝县冰川湖沙棘黑山羊养殖农牧

专业合作社纳入党建引领文旅发展实

施过程中，打造“吃藏羊、看锅庄”特色

品牌，鼓励村民种植蔬菜，让“吃绿色

菜、吃当地菜”成为旅游新体验，在促

进农业发展的同时，更为村民拓宽了

增收渠道。

本报贡嘎电（记者 武沛涛）近日，

山南市贡嘎县广电先锋志愿服务队深

入贡嘎县东拉乡吉琼村，开展新一代

“户户通”设备免费发放安装活动。活

动旨在巩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成果，切实发挥广播电视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作为基层宣传思想阵地的关

键作用，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

活动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向

吉琼村村民讲解新一代“户户通”的使

用方法、注意事项以及后期维修维护

流程等，并认真介绍二代机“村村通”

设备与新一代“户户通”设备升级后新

增节目的具体情况。随后，贡嘎县广

电先锋志愿服务队深入群众家中，挨

家挨户对新设备进行调试和安装，确

保广大农牧民群众能够及时收听收看

优质清晰的广播电视节目。

推动新一代“户户通”设备覆盖工

作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的决策部

署，意义重大，不仅关乎意识形态阵地

的巩固，更与民生福祉以及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相连，是“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生动体现，也标志着贡嘎

县广播电视事业迈上新台阶。

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贡嘎县融媒

体中心（广播电视台）对广大群众生活

的深切关心和关注，切实做到了为群众

办好实事，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活动共计发放 198套新一代“户

户通”设备，价值 15万余元，实现了吉琼

村新一代“户户通”设备全覆盖。

拉萨是一座极具魅力的高原文化

古城，也是一座正在崛起的现代化新

城。近年来，夜间经济、首店经济、古城

翻新、南北山绿化工程等让本就是旅游

目的地的拉萨变得更加火热。

金秋时节，又是一年旅游季。

说起拉萨旅游，就不得不提古城八

廓，酥油、茶叶、藏香、藏装……丰富的

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

前来“打卡”。走进位于八廓街的一家

西藏文化体验馆，来往游客络绎不绝，

货架上陈列着唐卡、藏香、藏戏面具等

各类商品。

“ 来 体 验 藏 香 制 作 的 年 轻 人 比 较

多，大家对西藏文化非常感兴趣。”体

验馆店员桑杰曲珍告诉记者，藏香体

验非常“圈粉”，游客在亲手制作藏香

的过程中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西藏文化

的魅力。

除了逛古城，对于不少游客而言，

在“布宫镜湖”拍摄布达拉宫倒影，登顶

南山公园打卡“祖国万岁”、赏拉萨全景

也是拉萨之行必不可少的体验环节。

漫步在南山公园，午后的烈日透过叠叠

树叶间的缝隙，零零散散洒下片片光

斑，伴着微风时而吹过，环顾四周，风景

秀丽，流水潺潺，远处的布达拉宫雄伟

庄严。“10 多年前我也来过，那时这里看

着还很荒凉，很难想象短短 10 年的光

阴，这里已经是另一番景象。”来自四川

的游客顾先生表示，这次 7 天的西藏之

旅，他已经计划好了行程，还将前往日

喀则打卡珠峰大本营。

在拉萨从事旅游业 5年有余的蒋晓

丽说，拉萨旅游业这些年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态势。她曾负责堆龙德庆区波玛

村“德吉藏家”民宿项目运营，深知环境

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环境好了，

游客的体验感也会提升。

白天有了去处，晚上还有安排。近

年来，拉萨市将企业自选可发展夜间经

济重点区域打造成为布局合理、各业态

发展协调、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完善、餐

饮企业竞争力强、美食品牌美誉度高的

餐饮聚集街区。在激发夜间经济活力、

打造消费新引擎的同时，让美食吸引更

多游客。

“拉萨印”美食街里，记者看到不少

行人或是品尝美食或是进店购物，好不

热闹。作为我区首家沉浸式主题商业

街区，“拉萨印”不仅打造了发展夜间经

济配套的美食集市，还注重走高端奢侈

品路线，引进了各种国内国际知名品

牌，满足了群众对高端消费品的消费需

求。

“ 我 们 是 散 着 步 无 意 间 走 到 这 里

的，没想到美食街里居然别有洞天。”来

自广东的杨女士说，“本来只是过来旅

游，欣赏拉萨的好山好水，没想到如今

拉萨的发展势态同样令人振奋。”

本报狮泉河电（记者 温凯 永青）

今年入夏以来，阿里地区各县、乡镇纷

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极

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

进了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了阿里地区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在普兰县霍尔乡举办的“雪

域秘境·神奇普兰”之霍尔乡第二届阿

里南大门杰玛雍仲冰川文化旅游活动

上，普兰县艺术团和霍尔乡两个村级

民间艺术队为广大群众和游客献上了

“嘎尔”“宣舞”“仲舞”“果尔孜”等精彩

的文艺节目。噶尔县扎西岗乡举办的

“扎西岗一日游”精品旅游线路活动不

仅邀请多位知名歌手表演文艺节目，

还进行了紧张刺激的“阿里马王争霸

赛”，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丰富多彩

的文体盛宴。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持续推动旅游

产业升级，以乡村旅游助推旅游经济蓬

勃发展，加快推进 2 个民生实事项目。

其中，普兰县仁贡村旅游民俗建设项

目，地区配套资金 1000万元已核拨至普

兰县组织实施；札达县扎布让村现有民

宿形象提升和环境提升项目，地区配套

资金 150 万元已核拨至札达县组织实

施。同时，编制《关于开发推广阿里特

色旅游纪念品奖励办法》，拟对符合奖

励条件的企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或手

工作坊于年底进行奖励补贴。

积极树立形象，持续擦亮文旅品

牌，服务质量有效提升。阿里地区组

织 30 名农牧民群众，举办为期 30 天的

客房服务培训，有效提升农牧民群众

客房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促进了农

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让群众就

业有“术”、致富有“路”，提升群众的致

富信心，助力乡村振兴。同时，计划开

展农牧民群众藏餐厨师、讲解员等培

训，积极探索“景区+演艺”融合发展模

式，指导各县深挖各自特有历史文化、

人文民俗等资源，创排演艺剧目，探索

与景区的合作模式，实现文旅的深度

融合。

着力丰富供给，推动文化事业繁荣

兴盛。阿里地区鼓励和引导“村晚”机制

化、常态化、品牌化的发展理念，在普兰

县巴嘎乡举办了2024年春季“村晚”文艺

演出活动，线上线下观众达5000余人次。

据统计，截至今年 6月，阿里地区累

计接待游客 8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1.1%、36.7%；

文 化 产 业 产 值 30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30.7%。各级文艺演出队围绕“文化进

万家”主题开展文化惠民演出 750 余场

次，线上线下惠及群众 30 万余人次；各

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 250余次，惠及群众 4万余人次。

看古城变化 享独特风光
——拉萨市旅游热度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刘斯宇

山南市贡嘎县广电先锋志愿服务队

免费发放安装 198套新一代“户户通”设备

阿里地区

推进文旅融合 释放经济新活力

昌都市普玉一村

以“党建+”模式兴产业促增收

贡嘎县东拉乡吉琼村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广电先锋志愿服务队点赞。

本报记者 武沛涛 摄

“走进西藏，一路观赏自然风景，探

索历史文化，感受日新月异的时代脉

动，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旅行，更是心

灵与文化的触碰。”这是进藏游客普遍

的感受。

“来西藏是想进行一次视觉与心灵

的洗涤。”正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的游

客陈玲说，“虽然故乡青海与西藏风景

相似，但西藏浓厚的文化氛围还是值得

来感受一下。”

2024 年 6 月 21 日，《文成公主》大型

史诗剧迎来了 2024 年的第 100 场演出，

自 2013 年 8 月 1 日开演至今，已累计演

出 2000余场，演出及旅游配套累计接待

观众、游客超 3000 万人次。毋庸置疑，

《文成公主》大型史诗剧已经成为我区

文旅融合的力作。

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质旅游资

源种类多样、绚丽多姿。如何开发好、

利用好这一优势，为旅游资源加码，成

为 近 年 来 我 区 文 旅 工 作 的 的 重 点 任

务。《文成公主》的成功实践，证实了文

旅融合确实能增加西藏旅游的“高度”

与“厚度”。

今年 2 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正

式挂牌成立。半年来，该厅围绕游客需

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深入实施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润

心工程、文艺精品工程、文化惠民工程、

基层文化阵地建强工程等“九大工程”，

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

开展“格桑花演出季”，推出话剧《老西

藏》、民族管弦乐《格桑花儿向阳开》、藏

戏《醉美五月》等 10 余部新创高质量文

艺精品。

第二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全景展现

西藏文化艺术发展成果和优质旅游资

源；“西藏数字文化频道——文化西藏

专区”推出舞蹈音乐、非遗展示等 5类栏

目 ；举 办“ 曼 唐 —— 藏 医 药 精 品 唐 卡

展”，与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合推

出“布达拉宫——来自雪域的世界文化

遗产”展览等。西藏文旅融合必将促进

西藏全域旅游大发展。我区正快速而

坚定地推进文旅融合。

在“藏戏第一村”扎西曲登，指示

牌、路灯、垃圾桶、街道名……随处可见

雅砻“扎西雪巴”藏戏元素。相传，作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雅砻“扎

西雪巴”藏戏，600 多年前起源于扎西曲

登村。2006 年，藏戏被正式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得国家政策和

资金的支持。而自 2019年以来，扎西曲

登社区开始打造乡村旅游项目，雅砻扎

西雪巴藏戏也因此焕发新的生机与活

力。“每晚都跳，我们也都喜欢表演藏

戏。晚上还有篝火锅庄，游客们也一起

跳，气氛特别好。”村民罗布次仁说。

古老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精心的保

护。优秀文化飞进寻常百姓家，大力推

动乡村旅游发展。文旅融合实实在在地

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传承。

得益于《文成公主》大型史诗剧项

目的启动，拉萨市慈觉林片区构建了

“吃、住、行、游、购、娱”有机联动的文化

旅游全产业链，形成了两剧、一街、一园

“四维一体”的文旅产业聚集共融发展

模式，聚合数百家文旅企业和服务业企

业入驻，促进超 100 亿元规模的文化旅

游产业聚集，片区价值迅速提升，极大

助力了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众多充满活

力和创意的文创产品也层出不穷。在

西藏博物馆，各类文创产品紧密结合我

区各地地域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与商

业价值，深受游客喜爱。2023 年，西藏

博物馆文化艺术品开发中心营业额达

800 万元。《迎亲图》刺绣产品、“宁吉姆

啦”棒棒糖、西藏谚语书签等文创产品

深受游客喜爱。据了解，西藏博物馆新

研发的文创产品达 106种、近 6万件。

2024 年上半年，我区文化产业产值

达 63.84 亿元，同比增长 23%；累计接待

国内外游客 2801.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57%，实现旅游总收入 286.37 亿元，

同比增长 9.98%。

此 外 ，我 区 持 续 推 动 文 旅 深 度 融

合，开展“冬游西藏”活动，打造 G318 精

品旅游大道、G219 沿边大通道、G349 精

品旅游线路品牌，启动“一山两湖”5A

级旅游景区创建，打造“中华美食·西藏

味道”美食街品牌，发布“G349·红色之

旅”“最美天湖之旅”“拉萨城市漫游”

“非遗文化之旅”“曲水县精品旅游”等

精品线路，为广大游客献上了富有民族

特色的旅游文化盛宴。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将持续深化对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的认识，创新工作机制，丰富产品

供给，引进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综合性

文旅项目，扶持培育一批文旅企业，积极

打造新业态新产品，推动文化和旅游产

业提档升级，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竞争优势。更好满足游客多样

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需求，进一步提

升服务品质，健全完善“食、住、行、游、

购、娱”全链条服务体系，讲好西藏故事，

推动西藏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为“诗与远方”赋能添彩
—我区持续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李梅英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现代农业产业，尤其是蔬菜产业发展，各市地严格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蔬菜生产与供给能力不断提高，为提高广大农牧民生活质量

发挥了积极作用。

拉萨市曲水县净植茂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是现代化的设施

蔬菜产业园区，建有 100座日光温室和 6座高标准土墙日光温室。

图为净植茂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种植户李守远在自家大棚

查看蔬菜长势。 本报通讯员 桑茂鹏 本报记者 王超 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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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大型史诗剧演职人员与游客、市民互动。 本报记者 卢文静 摄

西葫芦西葫芦

黄瓜黄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