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 月 25 日，西藏嘎尔德生态畜

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销售店正式投

入运营，这标志着那曲奶制品、特色高原

牛羊肉相关产业通过“乡村振兴 那曲奋

进”活动引领，迎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

多的发展机遇。

“作为长住成都的西藏退休干部职

工，对西藏的牛羊肉、奶制品甚是怀念。

以前，苦于保质期和运费成本，一年也吃

不上几次‘西藏味道’。现在好了，色尼

区把销售店开到了成办医院门口，且产

品实行平价销售，我们可以经常吃到源

自西藏的新鲜牛羊肉和奶制品了，既生

态环保，又绿色健康，感觉特别亲切温

暖。”正在销售点采购的退休老干部次仁

扎西高兴地说。

小小一杯酸奶，跨越千山万水、走出

广袤草原的背后，是传统牧业走向现代

化发展新路的积极探索。“自公司成立以

来，我们持续探索，努力将那曲优质的奶

制品和特色高原牛羊肉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该公司董事长嘎桑加才说。

2017 年，那曲市色尼区依托国家、自

治区脱贫攻坚相关政策优势，结合那曲

市“抓两头、促中间”的牧业发展思路，立

足本地资源禀赋，经过深入调研，以奶制

品深加工为突破口，打造了嘎尔德生态

畜牧产业示范基地。

三十多岁嘎桑加才，放牛娃出身。

大学毕业回到那曲后，他就经常思考如

何在藏北高原实现奶品标准化、产业化

生产。高原缺氧，牦牛奶烧不开，无法高

温杀菌……传统畜牧业“小散弱”的困境

摆在面前。嘎桑加才坚信：“只有依靠科

技赋能，才能激发高原畜牧业新动力，才

能实现高原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如今，公司配备了专业冷库和冷链

物流，建成了全自动化灭菌乳和发酵乳

生 产 线 ，为 现 代 化 奶 业 生 产 奠 定 了 基

础。同时，根据高原上奶农分散，收奶

不易的实际，探索实施了以企业带动周

边奶源基地，基地带动村级合作社和牧

民养殖户的运作模式。如今，公司已经

发展成为那曲市色尼区一家立足于高

原无污染畜牧业特色产业的乳制品深

加工企业。

“以前，牧场都是大家零散经营，牛

奶储运不方便，销售也没门路。通过设

立 收 奶 站 ，吸 纳 了 县 域 群 众 向 基 地 供

奶。”嘎桑加才介绍说，“奶农须严格遵守

挤奶、储奶、运奶等环节的卫生管理制

度，所供的奶也必须通过牛奶分析仪的

指标检测，不达标的一律不收。”

作 为 自 治 区 级 农 牧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业，公司党支部通过支部引领、组织

联 建 、党 员 示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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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设立 100 个村级奶

源供应点，形成了“支部+企业+牧户”

的奶源链条。

在嘎桑加才的带领下，多年来，公司

持续深耕那曲牧场的优质资源，加强技

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积极探索多元化的

销售渠道和合作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区

外市场，让更多人品尝到那曲的美味佳

肴，不断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

与此同时，公司与中科院青藏高原

研 究 所 合 作 开 展 实 验 种 植 ，选 育 出 适

合 藏 北 牧 区 的 牧 草 ，通 过 专 家 团 队 在

草种选育、土地改良、作物轮换等方面

的 技 术 指 导 ，落 实 实 施 了 7139 亩 人 工

种 草 基 地 ，并 种 植 了 芫 根 、土 豆 、萝 卜

等经济作物。

通过统一品牌、统一订单、统一销

售，公司在牧民与消费者、草场与市场之

间搭建起了桥梁，为好产品找到了好销

路。同时，充分利用那曲牦牛乳特有的

品质，更加重视绿色发展和品质保障，以

独特的“云端牧场、黄金奶源”为名片，推

动自主品牌创建，大力培育高原特色牦

牛乳业品牌。目前，已完成 44 类商标注

册及 22 类网上域名注册，完成 2 项牦牛、

牦牛乳及牧草的有机认证，并以色尼区

农牧业科学技术服务站为“注册人”，成

功注册“那曲牦牛”地理标志。

嘎桑加才表示，下一步，公司将以

那曲畜牧业龙头企业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带领各畜产品合作组织一道，继

续 秉 持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不 断 创 新 和 提

升 产 品 品 质 ，让 更 多 人 品 尝 到 那 曲 高

原 的 美 味 ，感 受 到 乡 村 振 兴 的 蓬 勃 生

机和活力。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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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牧区特色的乡村民居、工布风格的牧

家院落、生机盎然的森林草原、蓬勃发展的特色

产业、便捷畅通的乡村道路、幸福和谐的日常生

活 ……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是林芝市工布江达

县娘蒲乡推进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娘蒲乡乡

村建设见物也见人，塑形也铸魂，通过抓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实现了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

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工布江达县娘蒲乡紧紧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总要求，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带领全乡各族群众，坚持统筹部署、

协同推进，抓住重点、补齐短板，强调精准、因地

制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幅产业兴、

生活美、乡风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画卷跃然

眼前。

以乡村建设“塑形”，让农牧民的人居环境

“ 美 ”起 来 。 根 据“ 一 村 一 策 ”实 施 方 案 以 及 城

乡规划、城乡建设等各项法律法规，在乡村建设

全过程充分运用规划引领、风貌引导、农牧民参

与机制，结合各村原生态乡土特色和群众意见

修订建设实施方案，从基础上保障乡村规划建

设水平和群众满意度。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设计

实施时序，先后完成拉如村、吾纳村总投资 0.5

亿元的美丽宜居项目建设工程，加快实施岗纳

村、同吉村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整村推进工程。此外，总投资 1100 余万

元的以奖代补项目目前已完成 4 个行政村的庭

院 整 治 工 作 、完 成 全 乡 93% 住 户 人 畜 分 离 和

40%住 户 厕 浴 改 造 ，实 现 所 有 行 政 村 垃 圾 转 运

站全覆盖。

以乡村产业“壮骨”，让农牧业的实力“硬”

起来。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

宜 、科 学 合 理 利 用 土 地 、生 态 、旅 游 等 优 势 资

源，创新引导形式，大力发展乡村产业。通过党

建带动、组建乡属企业、村民联动等方式，构建

以牦牛产业为主导，冬虫夏草采集业、高原生态

养鹿业、藏鸡养殖业、特色牧业副产品加工业为

补充的多元富民产业格局，先后培育村集体经

济 14 个、实现年均产值 70 万元，促农增收成效

日趋明显。

以乡村文化“铸魂”，让农牧区的风气“和”起来。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化融合发展，不断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载体建设，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开展娘曲特色文化旅游节、赛马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活动等，让优秀乡

村文化焕发新活力，激发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先后投

入 100 多万元，建设改造了乡级文化展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营造了“一年四季

好戏连台”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广

泛开展最美家庭、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带动广大群众树立时代文

明新风，培育优良家风民风，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察雅县卡贡乡卡贡村地处澜沧

江河谷地带，海拔 2950 米。这里历

史厚重，千年土司遗迹犹存；环境优

美，百年古木蔽日遮天；产业兴旺，

千亩苗圃葱茏苍翠；生态宜居，富氧

环境沁人心脾……

近 年 来 ，在 卡 贡 乡 党 委 、政 府

的 坚 强 领 导 和 驻 村 工 作 队 的 帮 扶

带 动 下 ，随 着“ 千 万 工 程 ”经 验 的

推 广 应 用 和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扎 实

推 进 ，卡 贡 村 凭 借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地 理 环 境 ，积 极 探 索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因 地 制 宜 、就 地 取 材 ，走 出 了

一 条 生 态 建 设 和 产 业 发 展“ 双 赢 ”

之 路 ，让 村 民 房 前 屋 后 的“ 方 寸

地 ”变 为 了“ 增 收 园 ”，释 放 出 助 农

增收的新活力。

常抓不懈，开展环境整治，为庭

院经济发展挤出“新”空间。引导群

众清理庭院杂物，实施人畜分离，合

理规划生活区和种养区，搞好房前

屋后卫生，挤出庭院及房屋周边荒

地；鼓励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立足自

然环境优势，强化庭院经济发展与

自然环境相融合、与美丽乡村建设

相 得 益 彰 ，利 用 庭 内 户 外 、田 间 地

头 ，打 造 一 批 微 养 殖 、微

果 园 。“ 我 们 把 闲 置 的 土

地拿来种植蔬菜或果木，

既美化了庭院，又增加了

收入，真是一举两得啊！”

村 民 们 对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表示一致认同。

此外，村党支部还积

极发挥组织优势，发动党

员带头搞好庭院经济；组

织 乡 村 干 部 、驻 村 工 作

队、农技人员等对农户进

行跟踪服务，及时提供技术指导，帮

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

题，提升农民发展庭院经济的能力

和水平。

时至深秋，卡贡村农民的庭院

里 结 出 了 累 累 硕 果 ，呈 现 出“ 一 户

一庭院、一处一风景”的和美图景。

苹果、葡萄、核桃等“庭院水果”陆续

成熟，农户除自家享用之外，吃不完

的会拿到市场售卖换取现金，主打

“纯天然绿色无污染，品质优良，健

康 生 态 ”。 截 至 目 前 ，卡 贡 村 有 30

户村民参与庭 院 经 济 ，累 计 增 收 5

万余元。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村发展迎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下一步，卡贡村

将坚持把“庭院经济”巩固拓展、做

优做强，并引导农户结合庭院实际

发 展“ 微 农 家 乐 ”“ 庭 院 观 光 采 摘 ”

等，增加经济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一 个 个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可 感 可

及，一条条宽敞的马路通向草原深处，一

项项富民产业落户乡村……放眼雪域高

原，各乡镇村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

活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国家发展

大局，事关民生福祉。近年来，我区聚

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扎实推

进乡村治理，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画卷在高

原大地正徐徐展开。

设施升级，让人居环境
“美”起来

清晨，漫步在米林市朗贡村，远处的

山峰青翠欲滴，村里炊烟袅袅。别致的

小楼、宽阔的街道、笑容满面的村民……

一切是那么恬静而美好。

走进朗贡村上进茶馆，整洁的房间

里，藏面和牛肉饼的香气扑鼻而来。“乡

亲们很喜欢来这里落脚。在这里，既可

以品尝特色小吃，又拉近了邻里关系。

通 过 开 茶 馆 ，我 们 家 每 月 收 入 增 加 了

1000多元。”茶馆老板平措曲珍笑着说。

作为 2023 年西藏自治区“全区固边

兴边富民基层党组织示范点”和林芝市

乡村振兴“百佳基层党建示范点”，朗贡

村立足良好的区位条件，依托生态资源

优势，团结一心、砥砺奋进，迎来了村庄

美丽“蜕变”，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

也越过越红火。

朗贡村的蜕变在全区并非特例。近

年来，我区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放在农牧区，统筹推进乡村道路畅通、供

水电力保障、村容村貌整治、村级综合服

务设施提升，各族儿女勠力同心、团结奋

斗，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

山南麓，受恶劣自然条件影响，一度是桑

杰曲巴和女儿卓嘎、央宗一家三口撑起

的“三人乡”。

2018 年，玉麦乡开展边境小康村及

配套设施建设，2019 年，国家投资超 5 亿

元、总里程 50 公里的曲玉柏油公路改建

工程全面完工。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将

10 千伏的输电线路接入玉麦，让玉麦人

用上了安全稳定的长明电。

如今的玉麦，旧貌换新颜，平整的柏

油路已经铺到村口，学校、卫生院、游客

接待中心等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群众搬

到这里，曾经的“三人乡”已发展为 67 户

250 多人的小康乡，不少村民利用自家闲

置的房屋开办了家庭旅馆、小卖部、快递

站……

从“满眼脏”到“一眼净”，从交通不

便到宽阔街道，从“单间木屋”到错落有

致的别致小楼……农牧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全面提升。

产业振兴，让群众生活
“火”起来

产 业 振 兴 是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源头活水”，也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经济支撑。

近年来，我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狠

抓提质增效，依托资源优势，通过出台一

系列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

力的支撑性产业，一条具有西藏特点的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昌都市左贡县旺达镇兵达村把牦牛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运营模式，组建成立了包括牦

牛育肥基地和牛粪蜂窝制作两个产业的

农牧民合作社。数据显示，2023 年，兵达

村牦牛育肥基地存栏牦牛 157 头，出栏

37 头，增收 38 万元，户均分红 6250 元；

2024 年预计出栏牦牛 60 多头，户均增收

万余元。

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坚持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依托草场资源和养殖技

术优势，走出了“党建+产业振兴”的新路

子，通过大力实施牧业改革，先后建成

“千只绵羊繁殖基地”“百头牦牛繁育基

地”等村集体支柱产业。经过不断探索

发展，以扎西松多村为代表养殖的“古堆

绵羊”渐渐有了名气，扎西松多村“百头

牦牛繁育基地”牦牛存栏数从 2020 年的

70 余头发展到如今的 300 多头，村级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

在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的

170 多座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辣椒等

经济作物长势喜人。“过去，一说蔬菜，就

是萝卜和土豆。为做大做强果蔬产业，

村集体创办了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如今，已有 10 余种果蔬从大棚里源

源不断走向市场。”彭仓村原支部书记边

巴顿珠说。

……

从单一产业到多产业、从“各自为

政”到“共同富裕”、从满足温饱到走向市

场……近年来，我区积极引导资金项目、

人力物力向农牧区倾斜，立足高原发展

实际，着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等优势

产业，有力有效推进了乡村产业发展。

文旅融合，让乡村经济
“活”起来

走进位于波密桃花谷谷口的嘎朗村，

不少游客正驻足观光、拍照、打卡留念。

嘎朗村地处 318国道旁，隶属波密县

古乡，距县城 17公里，地理位置优越。这

里背靠高山，面朝如镜子般的湖水，森林

与草地蔟拥。

利用好丰富的旅游资源，做活嘎朗

村“绿色经济”，让好生态带来好发展，一

直是嘎朗村群众的愿望和追求。近年

来，嘎朗村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

生态环境，打出“党建+乡村治理+特色

旅游”组合拳，激发了乡村振兴新活力。

2023 年，全村共接待游客 2.5 万人次，村

民通过参与旅游服务、销售旅游产品等

实现增收 140余万元。

嘎朗村的发展变化，是我区促进文

旅融合、推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区创新探索产业融合发

展，多地因地制宜尝试“农业+乡村旅游”

“旅游+体育”“旅游+民族手工业”“电子

商务+文旅+农牧产业”等融合发展模

式，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乡村振兴是一件细活、慢活，须循序渐

进、久久为功。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区将

立足地方发展实际，持续在提升乡村文化

软实力、焕发乡村新气象等方面发力，谱

写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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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雅县卡贡乡卡贡村：

庭院“方寸地” 农户“增收园”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本报通讯员 刘林晓

嘎桑加才：

让“一滴好奶”走出广袤牧场
本报记者 赵书彬

景美业兴活力足 村强民富画卷新
—我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耿锐仙

图①：卡贡村农户种植的苹果

喜获丰收。

图②：和 美 宜 居 的 卡 贡 村 一

角。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摄

③③

②②

①①

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①①

近年来，我区各金融

机构坚持把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放在突出位置，深入落实

金融五大专项行动，引导金融

机构全面贯彻落实特殊优惠金

融政策、切实提升乡村振兴金融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为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图①：农行山南分行基层营

业所工作人员开展金融上门服

务。

图②：农行贡嘎机场支行工

作人员为农牧民办理贷款业务。

图③：农行洛扎县支行工作

人员为群众办理金融业务。

本 报 记 者 旦增兰泽 本 报

通讯员 罗布卓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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