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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赋 能“ 菜 园 子 ”
—拉萨智能化大棚让市民群众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本报记者 娄梦琳

本报昌都电（记者 贡秋曲措 通

讯员 梁侠 牛继平）近年来，昌都市农

业科学研究所立足实际，进行羊肚菌

人工种植试验，不断探索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新路径。

2024 年 冬 至 ，原 本 是 冬 闲 的 季

节，但在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实

验田里，工作人员们正忙着生产 2024

年第三批羊肚菌菌种，他们计划今年

2 月份开始种植，4、5 月份就可以达到

采收条件。

昌都市地处横断山脉，金沙江、

澜 沧 江 、怒 江 中 上 游 ，具 有 种 植 羊

肚 菌 得 天 独 厚 的 天 然 条 件 。 昌 都

市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的 工 作 人 员 充

分 发 挥 科 研 单 位 职 能 ，利 用 菌 种 厂

项 目 优 势 ，积 极 开 展 羊 肚 菌 种 植 试

验 ，探 索 建 立“ 科 研 单 位 +企 业 +基

地 ”合 作 生 产 模 式 。 截 至 目 前 ，已

生 产 菌 种“ 六 妹 ”“ 七 妹 ”“d6”“g10”

四个品种，两批次共计 1.2 万余袋。

同 时 ，已 建 成 昌 都 市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卡 若 镇 瓦 约 村 、埃 西 乡 哈 拉 村 、

俄 洛 镇 加 林 村 、军 分 区 生 产 团 等 五

个示范试验基地共 38 座温室大棚，

种植羊肚菌约 20 亩。为了这些“致

富 宝 贝 ”，昌 都 市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所

的 工 作 人 员 每 天 都 会 穿 梭 田 间 ，精

心呵护。

不仅如此，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

所还从西宁引进适合高海拔种植的 4

个羊肚菌菌种，将从今年 2 月份开始，

在察雅、八宿、江达等地尝试人工种

植羊肚菌，初步计划 40 座大棚（约 20

亩）的规模。

人工种植羊肚菌是一个不小的

挑战，从菌种选育到土壤改良，再到

播种栽培和棚间管理，每个环节都要

严格把控。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相关负责人说：“科学的方法、精细的

管理以及创造适宜的生长条件，是可

以实现羊肚菌人工种植，我们希望通

过这项技术创新帮助更多农企取得

显著经济效益。”

昌都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积极探索羊肚菌人工种植

随着气温下降，蔬菜市场需求量增

加。连日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净土产

业园区加紧采收、装运蔬菜，发往各大

商超及农贸市场，丰富市民冬季“菜篮

子”。“智能化大棚优化了蔬菜的生长环

境，使得产量和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

升，现在很多蔬菜都能在大棚里成功种

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拉萨冬季蔬菜

的稳定供应。”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净土

产业园区负责人旦增曲扎说。

生产平稳有序——
冬季大棚蔬菜长势喜人

拉萨冬意渐浓，园区连片的温室

大棚，在冬日暖阳下熠熠生辉，宛如一

个个孕育希望的“菜篮子”，丰富冬日

市场供应。走进蔬菜大棚，棚内暖意

融融、绿意盎然，黄瓜、西红柿、青椒等

各类蔬菜均已进入成熟期，长势十分

喜人。眼下，正是大棚青椒采摘期，一

垄垄、一株株青椒挂满枝头，工作人员

三五成群忙着采摘，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采摘青椒要向上折，这样才不会

损伤植株。”在旦增曲扎的指导下，工

作人员很快完成了采摘工作，打包、称

重后，37 袋青椒被整齐地摆放在一起，

等待着装车发货。

旦增曲扎介绍，近两年，园区引进

了排灌水系统、倒挂喷及相应的蔬菜

生产设施，同时还引进了各类蔬菜优

良品种及高效安全栽培技术，大大提

高了蔬菜的品质和产量。“目前，我们

这片区域一共有 800 多座大棚，种植了

辣椒、黄瓜、菜瓜、西红柿、上海青等 20

多个品种的蔬菜，收获的蔬菜大多数

都被运到了拉萨的蔬菜批发市场，再

由批发商销往全区各市地。”旦增曲扎

说，“我们大棚种植的莲花白成熟周期

在 3 至 4 个月，辣椒从种植到上市的时

间差不多需要 6 个月。从产量上来说，

目前 1亩地的西红柿每茬产量在 7吨左

右，辣椒和土豆产量就更多了。我们

在筛检蔬菜时都很严格，次品蔬菜都

会直接剔除，送到市场的都是经过挑

选的优品。”

装上“智慧脑”——
科技助力大棚精细化管理

为了保证蔬菜的品质和产量，园

区 采 用 了 先 进 的 种 植 技 术 和 管 理 模

式，严格控制大棚内的温度、光照、通

风等，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蔬菜生长

在最佳的环境中。走进另一座温室大

棚，记者发现这里和其他大棚有所不

同，种植的西红柿采用无土栽培，还利

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远程监控和管理，

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检测、控制

温室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通风

等，确保满足西红柿生长的要求。此

外，大棚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计

算机系统自动调节营养液的配比和供

应量，实现精准灌溉，大大提高了作物

的吸收效率，使得西红柿的生长更加

健康，果实更加饱满。

“这是我们研究院在拉萨的试验项

目，这个大棚里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

西红柿，通过研究对比了解它们的长势

和产量。从目前的生长情况来说，整个

大棚的西红柿的长势很好，预计产量也

不会差。”西南大学产业研究院现场技

术指导王亚明告诉记者，“如果后期试

验成功，我们计划在园区推广，将这些

先进的种植技术应用到更多的大棚中，

进一步提升蔬菜的产量和品质。”

由于西藏和其他省市的气候环境

不 同 ，种 植 蔬 菜 尤 其 要 讲 究 因 地 制

宜。旦增曲扎告诉记者，以前到了冬

天，拉萨当地的蔬菜产量就会下降，而

且很多喜温的蔬菜也无法种植，冬季

部分蔬菜更多依靠外地供应。“我作为

科技特派员，每年都会参加很多技术

培训，学习最先进的种植技术，回园区

传授给工作人员，大家共同努力，用科

技的手段提高蔬菜的产量。”旦增曲扎

笑着说，“现在，通过建设智能化大棚，

突破了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提升了

蔬菜生产能力，保障了冬季蔬菜的供

应。虽然气温已经很低了，但我们的

大棚里还能种出西瓜呢。”

严把检测关——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在种植辣椒的

大棚里，记者仔细观察发现不少辣椒

植株的嫩叶、嫩茎上有一些蚜虫。旦

增曲扎告诉记者，目前园区坚持走绿

色无公害蔬菜道路，最大限度减少农

药 使 用 ，确 保 产 品 达 到 绿 色 食 品 标

准。“在蔬菜的种植过程中，我们会定

期进行病虫害防治，使用生物防治和

物理防治相结合的方法，减少化学农

药的使用，严格控制农药残留，确保蔬

菜安全无害，让市民都能吃得放心。”

旦增曲扎说。

与此同时，园区还建立了严格的

检测制度，对所有出棚蔬菜进行安全

检测。检测室内，检测员索朗曲吉正

在为即将上市的蔬菜进行检测，只见

她按操作要求，对采集回来的蔬菜分

类进行提取、浓缩、定容、仪器分析等

步骤检测，确保上市的每一批蔬菜都

符合质量安全标准。“我们主要进行的

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

的快速检测，确保蔬菜中不含有害物

质残留。”索朗曲吉说，“所有蔬菜上市

前，我们都会进行严格检测，平时拉萨

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也会对

蔬菜进行抽查，一旦发现不合格的产

品就会立即进行处理。目前我们园区

没有出现过超标和不合格现象。”

行走在园区里，一座座大棚整齐

划一。这些大棚不仅承载着丰富“菜

篮子”、鼓起“钱袋子”的美好愿景，也

见证了西藏蔬菜产业从传统向现代、

从低效向高效的转变。如今，冬日的

大棚内，一茬茬绿色蔬菜茁壮生长，不

仅提供了新鲜、健康的食材，也让市民

群众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本报那曲电（记者 梁兰 通讯员

邱野）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那曲市

税务局持续推动农牧民创业就业增

收，通过精准施策、优化服务、加强宣

传等举措，为农牧民创业就业提供税

务助力。

“ 有 了 税 务 干 部 提 供 的 精 准 服

务，对于我这样有创业意向的人，真

的是一场及时雨。”来自那曲的扎西

说。那曲市税务局以落实税费优惠

政策为抓手，认真梳理各项农牧民创

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 5 类 40 余条，编

制 相 关 手 册 ，下 发 至 各 主 管 税 务 机

关，认真开展对基层主管税务机关一

线征管和服务人员的授课。目前，已

实现全市税务系统 12 家征收单位工

作人员培训全覆盖。参加培训的税

务干部黄天师表示：“通过培训，我不

仅夯实了业务基础，更是感受到农牧

民 群 众 对 税 务 机 关 的 期 待 ，责 任 在

肩，义不容辞。”

那曲市税务局充分利用“征纳互

动”“羌塘智税”等平台，通过大数据

分析，精准识别不同的创业需求，落

实“政策找人”目标，为农牧民群众推

送个性化的税费政策。截至目前，已

精准面向农牧民创业个体推送个性

化政策 2.4万余户，精准推送申报提醒

4 次，发送短信、企业微信提醒 8000 余

条。这些精准的政策推送，不仅让农

牧民及时了解到最新的税费政策，还

帮助他们有效规避了申报风险，提高

了纳税遵从度。“现在需要什么政策，

只需打一个电话，甚至用手机就可以

精准查找，有问题可以随时解决，让

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到

‘小店铺’的发展中。”刚刚当上个体

“老板”的次仁卓玛开心不已。

此 外 ，那 曲 市 税 务 局 不 断 丰 富

宣传形式，开展“纳税人学堂”“可视

化答疑”“云直播”等线上辅导 20 余

次 ，用 农 牧 民 群 众 爱 听 、爱 看 、爱 学

的 方 式 巩 固 成 效 。 同 时 ，积 极 发 挥

驻村工作队作用，在嘉黎县措多乡、

尼 屋 乡 率 先 打 造 税 费 服 务 驿 站 ，构

建集普法、宣传、辅导、培训、咨询、

申报、开票、涉税费矛盾化解等 8 项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一 站 式 ”服 务 阵 地 ，

有 效 满 足 周 边 6 个 乡 镇 2 万 余 人

（户）纳税人缴费人的个性化办税缴

费需求。

“我最关心的就是开业办理流程

和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现在乡里便民

服务大厅就有税务干部常驻，相当于

有了贴身的政策‘充电宝’。”嘉黎县

牧民达娃次仁感激地说。

那曲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负责

人表示：“走上致富路的农牧民是全

市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分子’，我们

将持续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服

务保障，成为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后

援团’。”

本报普兰电（记者 达珍 永青）近

日，一场令人振奋的分红仪式在霍尔

乡人民政府举行，霍尔乡牦牛养殖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们齐聚一堂，共同分

享丰收的喜悦。

现场气氛热烈，一沓沓现金整齐

地摞在桌子上，代表着过去一年合作

社的丰硕成果。上百名村民满怀期待

地坐在座位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仪式开始，霍尔乡牦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董事长向大家宣读

了霍尔乡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4年

度财务公开情况，详细介绍了每一笔

收入和支出，并对合作社的经济发展

情况作了全面的汇报。

据悉，此次分红受益群众 584 户

2353 人，共分红 55 万元，这不仅让广

大农牧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畜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

面起到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转变落后

的生产生活模式和观念。

下一步，霍尔乡牦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将立足实际，聚焦特色产业，着

力培育一批组织健全、制度完善、产

业基础牢、质量安全优、品牌效应高、

带动农户多、社会效益好的示范专业

合作社，助力群众持续增收，全面推

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那曲市税务局

精准施策 助力农牧民创业之路

霍尔乡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举行分红仪式
共分红55万元

图为大棚内的羊肚菌。 本报记者 贡秋曲措 本报通讯员 梁侠 牛继平 摄

工作人员在将采摘的辣椒装袋。 本报记者 阿旺尼玛 摄

工作人员在采摘辣椒。 本报记者 阿旺尼玛 摄

荣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二批自

治区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认定；

入选《中国农业大事记》2024 卷“中

国种业振兴种质资源保护”；

获得 3项发明专利；

核心刊物发表 3篇学术论文；

……

成 立 短 短 数 年 ，却 已 获 得 众 多 荣

誉，它就是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 2020 年 5 月成立以来，公司以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为动力，

依托“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的经营模式，紧密联结 14 家波密天

麻产业经营主体，通过合同形式构建了

长期且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波密天麻产

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组建卓越的科研团队，建立良

种繁育基地、林下野生抚育示范基地、

科研试验区及实验室等科研平台，配备

先进的初加工厂和仓储设施，实现产、

学、研、供、销的一体化无缝对接，以科

技赋能天麻产业发展。

一 直 以 来 ，公 司 高 度 重 视 野 生 天

麻 种 质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利 用 ，积 极 探 索

适合波密自然生态环境下的林下野生

抚 育 技 术 。 通 过 科 技 创 新 ，成 功 构 建

野生天麻种质资源活体圃及野生蜜环

菌 种 质 资 源 活 体 圃 ，筛 选 出 9 个 优 势

菌 株 ，实 现 了 波 密 天 麻 的 林 下 野 生 抚

育种植。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林下野生

抚育技术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显著

提高了波密天麻的产量和品质。目前，

公司已成功构建波密天麻林下野生抚

育种植示范基地 1700余亩。”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

争力，公司编制了《波密天麻林下野生

抚育技术》培训教材，制定了波密天麻

产品企业标准 4 项，修订地方标准 3 项，

制定地方标准 1 项，全面推进波密天麻

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建设。

同 时 ，公 司 承 担 了《波 密 天 麻 野

生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利用》《分子

标 记 辅 助 西 藏 天 麻 育 种 的 研 究》《波

密 天 麻 良 种 繁 育 和 优 良 共 生 真 菌 的

筛 选 与 应 用》以 及《波 密 天 麻 林 下 野

生 抚 育 科 普 示 范 基 地》等 多 项 科 技 项

目 ，为 波 密 天 麻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坚 实

的科技支持。

依托“林芝波密藏天麻星创天地”

平台，公司与 10 家中介服务机构签订合

作协议，吸引 22 个团队和 27 家企业入

驻，有效推动了林下经济的多元化。

公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波密天麻

产业的繁荣和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波密县内 7 个乡（镇）的 18 个行政

村，约 500 户群众参与波密天麻种植。

这些群众实现了年户均增收约 1 万元。

仅 2024 年，公司带动他们增收约 500 万

元，累计带动增收约 1000 万元。波密天

麻种植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经济效益。”说起这些，公司相关负责人

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为了更好地推广天麻林下经济，提

升群众的种植技能，公司积极组织开展

天麻林下野生抚育技能培训。截至目

前，已累计开展 80 班次的天麻技能培

训，培训人数超过 4500 人次，有效提升

了当地天麻产业的发展水平。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公司

将继续秉持“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理

念，不断深化与科研单位、专业合作社

及种植户的合作，推动波密天麻产业实

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当地群众创造更

加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本报记者 耿锐仙

西藏波密高原藏天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给群众传授藏天麻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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