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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四川雅安——

古道开新篇茶香沁人心
西藏日报四川日报川藏线联合报道组

大 天道向前 路放歌

周年
联合采访

纪念“两路”
建成通车

“此生必驾318，雅安集结到拉萨”，已然是众多自
驾游爱好者的首选。

1950年4月，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在雅安金鸡
关破土动工，因此，雅安又被称为“川藏公路‘零’公里
起点”。

雅安与西藏的紧密相连，不仅仅因为川藏公路这
条“国之大道”，还有当地群众生活中的必需品——茶。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道出了藏
族群众对茶的珍视。在雪域高原，藏族群众饮茶已流
行了千百年，酥油茶、甜茶、清茶，深得当地群众的喜
爱。用一杯茶来开启一天的生活，是寻常百姓的生活
习惯，而这些茶水里面最重要的原料——茶叶，绝大部
分来自“中国藏茶之乡”——雅安。

318国道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新星村，保留着我
国唯一有遗址可考的古代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遗址
——茶马司。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
年（1074年），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遗址正
门匾额上，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着“茶马司”几个烫金大
字。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石碑上同样用汉藏两种文字
刻着历史演变：“名山种茶始于西汉……宋时因连年用
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
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茶马司的职责，就是专
管茶马贸易，特别是茶叶稳定供应涉藏地区。

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茶马司设置于此，
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茶马互易除商贸功能之外，还有政
治、文化的考虑。今天来看，一片茶叶，对于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祖国边疆稳定意义深远。
一片茶叶里凝聚的浓浓民族团结情，延续至今。

走进雅安茶厂，茶香扑鼻而来，车间外墙上的“雅安茶
厂，是雅安人民的茶厂，是藏族人民的茶厂”一行大字，
引人注目。雅安茶厂副总经理杨春梅说：“我们茶厂生
产的茶叶，就是川藏两地密切来往的生动见证。”

这里陈列着各式珍贵且年代久远的砖茶，如距今
逾470年历史的“明代茶”、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
周年准备的“中央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
茶”等。

杨春梅告诉记者：“目前，我们正在配合西藏自治
区政府推广低氟健康茶，引导广大藏族同胞养成健康
饮茶习惯。”

中央对西藏群众的健康饮茶高度重视，大力推广
普及低氟健康茶。自2020年推广普及健康茶工作以
来，西藏自治区始终把此项民生工程作为“为民办实
事”的大事来抓。

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四川省茶叶行业
协会副会长陈开义介绍，雅安市同样高度重视健康饮
茶这项工作，坚持把质量和安全摆在首位，定期召开联
席会，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困难，高质量完
成健康茶采购配送等工作，努力让藏族同胞喝上健康
茶、放心茶。

作为全国茶叶主产区之一，近年来，雅安持之以恒
开展全域茶园绿色创建，大力推广应用生态调控、农艺
改良、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综合绿色防控技术，推进专

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实现基地全域绿色化，
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级
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区，先后申报并通过“雅安藏茶”“雅
安南路边茶”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2023年底，雅
安全市茶园面积达到100.55万亩，茶叶产量11.92万吨，
其中黑茶干毛茶产量3.59万吨，产值13.87亿元。

杨春梅介绍，为了更好地推广藏茶，在提升茶叶品
质的基础上，根据当下都市人的喜好，研发了藏茶特
饮、藏茶浓缩液、袋泡藏茶、藏茶枕等系列产品，在各类
展会和博览会上吸引了众多经销商的关注。

在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的绿水青山间，在海拔
1000米左右的茶园中，一株株茶树正茁壮生长。63岁
的茶农万子强管理着1000多亩茶园，每日清晨，他都会
出现在漫山遍野的茶田中。

听说我们来自西藏，万子强特别高兴，拿出了最好
的茶叶来招待。原来，他和他的家人跟西藏有着很深
的渊源。他的父母以前入藏贩茶，常年奔波在茶马古
道上，受到不少藏族同胞的关照。年轻时，他曾开车沿
着川藏公路把几万株茶树苗送到波密县的易贡茶场，
为西藏茶产业的发展出力。现在，他管理的茶园生产
最多的就是藏茶。

万子强告诉记者：“传统藏茶以茶树的‘一芽五叶’
为原料，现在我们采摘的是‘一芽两叶’，茶叶更鲜嫩，
品质更高。制茶如做人，我管理的茶园不打半点农药，
都是有机好茶，西藏的朋友可以放心地喝。”
（记者彭琦马国英周辉王香香兰珍张思雨琅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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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茶叶见证交流合作
一片茶叶，长于雅安，飘香高原。

千百年来，一条蜿蜒崎岖的茶马古道将
西藏与四川紧紧联系在一起，一捆捆藏
茶走进雪域高原的千家万户。

千百年来，川藏两地山水相依、人
文相亲、心灵相通，有着千丝万缕、血浓

于水的密切联系。因为茶马古道，更因
为川藏公路，雅安与西藏的缘分，在千
百年的发展中日益密切。

藏茶见证。西藏与四川共同承担
着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拱卫祖国西
南边陲、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使命。两地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
开发的部署要求，聚焦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战略协同，促
进优势互补，必将书写新时代川藏合作
的华彩篇章。 彭琦

数电发票，就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
票。12月1日起，数电发票在全国正式推广应
用。首日各地应用情况怎么样？记者在一线
进行探访。

对企业来说，使用数电发票带来的一个
重要变化，就是可实现“开业即可开票”。

“开业后登录电子税务局，马上就能开
票，进行发票交付、查验等操作，什么都不耽
误，效率显著提高。”重庆家愉粤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牟迪对记者说。

重庆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以前纳税
人完成注册登记后，还需申领专用税控设备
才能开具发票。使用数电发票后，企业登录
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就能实现“开业”
和“开票”无缝衔接。

“为方便新办企业全面了解相关业务，我
们前期已通过培训、走访等方式进行政策讲
解，帮助纳税人尽快度过‘新手期’，顺利开展
经营活动。”这名税务工作人员说。

通过全流程数字化流转，数电发票还实

现了让企业“少跑腿”，开票用票更便捷。
1日恰逢周末，位于安徽合肥市中心的之

心城商场人气火爆，十分热闹。
“我们这商户多、店面更新快，特别是12

月赶上周年庆活动，增票领票要跑好几趟。”
汉博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范
秀俊告诉记者，用上数电发票后，开票方便多
了，给繁忙的财务工作减轻不少压力。

同样感受到便利的还有中粮面业（庐江）
有限公司。“数电发票解决了我们用票量大、
领票次数多的难题，现在不出门就可以随时
随地向客户提供发票，太方便了。”公司财务
负责人孙海峰高兴地说。

安徽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保
障数电发票在全国推广应用平稳、顺利，税务
部门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推广、试用工
作。自去年11月全省首批数电发票上线运行
以来，安徽税务部门稳步加快数电发票推广，
截至今年11月底，全省推广数电发票纳税人
覆盖面已达98.8%。

“数电发票具有领票流程简化、开票用票
便捷、入账归档一体化等优点，基本实现全环
节、全要素电子化，全面推广有利于进一步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副院长李旭红说。

数电发票的推广应用，不仅大大减轻了
企业办税负担，也让人们日常出行和报销更
加便利。

12月1日，在广西南宁市南宁东站，记者
看到车站大屏幕上，铁路电子客票服务宣传
片正在滚动播放。

“我平时经常出差，每次都要在机器前排
队打印纸质报销凭证，有时忘记打印还要专
门再跑一趟，以后就不用担心这种情况了，真
方便！”旅客陈女士说。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随着铁路、
民航领域全面推广应用数电发票，旅客今后
无需再打印纸质报销凭证和纸质行程单，单
位可基于数电发票开展无纸化报销、入账、归
档、存储等业务。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我们设置了截至
2025年9月30日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纸电
并行’，旅客仍可使用纸质报销凭证和纸质行
程单报销。”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有关负责人说。

很多人关心，如何查询、下载、导出已开
具或接受的数电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以登录自有
的税务数字账户，查询、下载、打印、导出发票
相关信息。自然人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App
个人票夹查看、下载、导出、拒收从电子发票
服务平台取得和申请代开的数电发票，并可
使用扫码开票、发票抬头信息维护等功能。

“税务部门将通过上门走访、12366服务
热线等途径持续做好政策宣讲工作，第一时
间响应纳税人领票用票过程中的疑问和诉
求，引导广大企业和旅客更好享受数电发票
带来的便利。”该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企业办税减负担出行报销添便利
——数电发票全国推广首日观察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吴慧珺 李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