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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乡村旅

游，不仅是看得见的风景，更是动了心

的风情。身处熙熙攘攘的都市，每个人

都向往着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看天高

云淡、嗅青草芳香、听流水潺潺，感受清

风拂面的温柔……

近 年 来 ，西 藏 注 重 依 托 乡 村 生 态

资源、田园景色、民风民俗、建筑和文

化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利用当

地 优 势 自 然 资 源 和 人 文 景 观 ，在 传 统

农 村 休 闲 游 和 农 业 体 验 游 的 基 础 上 ，

拓 展 开 发 度 假 、休 闲 娱 乐 等 新 兴 旅 游

方式。从拉萨“中国最美乡村”达东村

到深度体验式民宿村“德吉藏家”，从

林 芝 市 巴 宜 区 扎 西 岗 村 、米 林 县 索 松

村 到 阿 里 地 区 札 达 县 扎 不 让 村 等 ，重

点培育的“拉萨人家”“日喀则藏餐”、

林芝“仁青家庭旅馆”“巴青农庄”等藏

家 乐 品 牌 闻 名 区 内 外 ，已 成 为 知 名 的

乡 村 旅 游 点 、乡 村 旅 游 示 范 村 和 旅 游

扶贫样板村。星星点点的美丽乡村点

缀 在 雪 域 大 地 上 ，像 珍 珠 撒 在 峰 峦 叠

翠 之 间 ，一 幅 幅 独 具 特 色 的 西 藏 美 丽

乡 村 画 卷 泼 墨 成 型 ，为 我 们 休 闲 娱 乐

提 供 了 新 选 择 ，更 为 当 地 农 牧 民 群 众

增收致富提供了新渠道。

秋季拉萨市郊的达东村，碧水青山

间，古色古香、干净整洁的村庄掩映在绿

树花丛中，曾经的贵族庄园保存完好，一

顶顶藏式帐篷比肩而立，游人流连其间，

歌声笑声在此间飘扬……

市民拉珍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喜

欢郊游，每到节假日和周末，都会约上

亲朋好友一起到郊外过林卡，享受美好

的休闲时光，而拉萨市周边的这些乡村

旅游景点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观拉萨乡村美景，品藏家美食，赏

藏式歌舞，拉萨乡村旅游有美景也有品

质。”日前，利用西藏启动“三区三州·旅

游大环线客源援藏专列”机会来西藏旅

游的李先生在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维

巴村“拉萨人家”里过足了乡村休闲游

的瘾。

走进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拉萨人

家”丹增曲久家，典型的藏式院落，院子

里种有各种鲜花和绿植，清新的气息扑

面而来。院内，转经筒、经幡等浓浓的

藏民族文化元素，引得游客们不时拿出

手机拍照留念。

“拉萨人家”是拉萨市结合城关区

区位优势和传统民俗文化资源、自然环

境及农牧民居住条件等，推出的一项零

距离体验民俗、传统文化、娱乐竞技、艺

术及建筑风格的综合旅游平台。如今，

走进藏家，围坐在一起吃藏餐、唱藏歌、

跳锅庄，在拉萨近郊的“拉萨人家”都能

一一实现。

乡村旅游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休闲

娱乐新选择，也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带来

了机会，使当地农牧民实现了安居、乐

业、增收的目标。

在拉萨城郊蔡公堂乡白定村支沟，

面积 1063 亩的油桃林吸引着众多市民

游客前来观赏。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

向往，让白定村群众看到了商机。几年

前，种了大半辈子青稞的白定村村民洛

桑 次 仁 开 始 学 习 桃 树 种 植 管 理 技 术 。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引导下，白定村群众

纷纷转型蔬菜种植、花卉培育、林果栽

培等，白定村的传统种植业逐步转向休

闲观光农业。

如今，家门口的油桃林每年都吸引

着无数游人前来赏花、采摘，生态宜居

的环境、收入丰厚的工作使得洛桑次仁

喜笑颜开。“‘农业+旅游’，让我们的收

入渠道更宽了，居住环境也越来越美，

很多游客都羡慕我们的田园生活。”洛

桑次仁说。

2019 年 被 评 为“ 中 国 美 丽 休 闲 乡

村”的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通

过紧抓特色旅游发展，以打造强钦青稞

酒、强钦庄园、强钦林卡“三位一体”的

乡村旅游文化体验区为抓手，为脱贫攻

坚注入生机活力。

强吉村素有“青稞酒故乡”的美称，

村党总支大力挖掘青稞酒背后的历史

渊源、文化厚度，以青稞酒文化为依托，

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举行的“强钦青

稞 酒 文 化 节 ”包 含 了 青 稞 酒 文 化 体 验

点、手工作坊等内容，既有说头又有看

头 ，多 次 被 国 内 主 流 媒 体 重 点 报 道 推

介 ，吸 引 了 全 国 各 地 游 客 前 来 体 验 消

费。

同时，强吉村依托“强钦庄园”“强

钦林卡”等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积极

对接旅游部门和旅行社，通过宣传“网

红”打卡点、民俗文化体验点等方式，吸

引区内外游客畅游强吉，截至目前，共

接待各类团客、散客 2000 余人，强吉村

逐渐成为藏南环线必游之地。

为了让旅游业促进农牧民群众增

收，当地针对村民对旅游致富的疑虑，

积极教育引导农牧民群众转变传统观

念，积极推广民宿文化，组织有意愿的

40 余名民宿业主、餐饮服务人员开展集

中培训，修建了 45 家民宿，目前，已实现

旅 游 接 待 收 入 17.86 万 元 ，户 均 增 收

3200 余元，强吉村村民真正尝到了“旅

游甜头”，就近收获了“真金白银”。

随着强吉村打造最美旅游乡村的

愿望变成了现实，火红的前景让村民们

看到了希望。强吉村二组村民索朗曲

珍笑着说：“我家一楼腾出了 8 间屋子，

专门精装成民宿，提档服务，吸引了更

多的游客就餐玩乐，一年的民宿收入就

有 6000余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拉萨讯（记者 袁海霞 郑璐）

近日，在拉萨市柳梧新区达东村举行

的首批自治区级康养和绿色旅游示

范基地试点授牌仪式暨乡村旅游推

广活动中，自治区旅发厅特别推出了

“西藏人游西藏”4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 ，分 别 是“ 藏 东 乡 愁 之 桃 村 寻 踪 ”

“藏南乡恋之红谷游”“藏西田园之农

事休闲游”和“藏北牧歌之黑帐慢享

游”，行程为 2至 3天，适宜区内游客在

节假日出行游玩。

“这 4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线

路设计、住宿推荐与以往的旅游产品

大不相同，最主要是能给大家带来慢

享、康养、原生态、红色旅游等不一样

的体验感。”西藏专项旅游协会负责

人胡蓉说。

据介绍，西藏首批自治区级康养

旅游和绿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以拉

萨市和林芝市试点为主。首批 3 家自

治区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试点分别

为拉萨市“最美乡村”达东村、羊八井

蓝色天国、甘露曲秘藏药浴；3 家自治

区级绿色旅游示范基地试点分别为

墨 脱 生 态 旅 游 区 、鲁 朗 国 际 旅 游 小

镇、波密岗云杉林旅游区。

自治区旅发厅厅长王松平告诉

记 者 ，首 批 试 点 将 围 绕 推 动 拉 萨 市

国际旅游文化城市和林芝市国际生

态 旅 游 区 建 设 中 心 任 务 ，以 创 建 示

范基地为契机，从旅游业环境友好、

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

出 发 ，大 力 发 展 藏 药 浴 、温 泉 养 生 、

休 闲 度 假 和 绿 色 生 态 等 特 色 业 态 ，

弥补西藏旅游产品供给和同质性发

展的问题。

“西藏乡村旅游要承担起乡村物

质和精神空间存续的重任，与大自然

天人合一，与民风民俗和谐共融。在

心灵有所寄托安放的同时，创造诗与

远 方 共 生 的 空 间 ，与 此 同 时 志 存 高

远，为我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诗意

化拓展提供落地选择，要以农耕文化

为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

古朴村落为形、创新创意为经，发掘

出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雪域乡约’

系列产品，全力打造独具魅力的乡村

全域旅游新模式，真正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选准产业、精准致富、共

同致富。”王松平说。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热 衷 于 去 郊 区 过 林

卡。各种林卡度假村应运而生，演绎

着人们悠闲的幸福生活。

洛欧庄园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

底乡洛欧村，庄园占地约 90 亩，由一

栋 3 层楼的藏式庄园及藏式帐篷、帆

船帐篷、玻璃星空房、游泳池、绿树花

草园林构成。庄园里古树参天、郁郁

葱葱，围绕古树名木等景观，还新建

了石头步道，进一步提升了庄园的景

观环境，自试营业以来，吸引了无数

市民前来游玩。

记者在庄园里偶遇了前来过林

卡的市民德吉一家，他们在帆船帐篷

里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欢快地跑来

跑去，大人们则喝着甜茶、聊着家常，

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德吉告诉记

者 ：“ 这 里 离 市 区 近 ，环 境 也 非 常 优

美，空气好、绿化好，全家人都很喜欢

这里。”

市 民 悠 闲 地 过 着 林 卡 ，工 作 人

员 也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洛 欧 庄 园 为 20

多 名 洛 欧 村 村 民 提 供 了 就 业 岗 位 ，

让 村 民 在 学 习 专 业 技 能 的 同 时 ，在

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员工白玛

央金告诉记者：“我以前在酒店做服

务员，庄园开始营业之后，我凭着自

身 的 经 验 技 能 在 这 里 当 了 餐 饮 主

管 ，待 遇 不 错 ，离 家 也 很 近 ，我 特 别

满意。”

除 此 之 外 ，村 里 还 通 过 项 目 投

产，让每户有了几千元的经济收入，

给林卡产业、乡村旅游注入了新的活

力。“现在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星空接

待 区 、藏 式 林 卡 接 待 区 和 帆 船 接 待

区，总容纳量在 600 到 700 人次。”洛欧

庄园总经理李孝平说。

近年来，我区积极利用优势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大力拓展新兴旅游方

式，让乡村旅游—

内 外 兼 修 魅 力 足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我区推出 4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洛欧庄园：

绘就村民致富新画卷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图为尼木县如巴湖景区。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8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了

2020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公示名单，我

区有 3 个村落入选，拉萨市堆龙德庆区

乃琼镇波玛村就是其中之一。

波玛村涵盖山、水、林、田、甸、迹六

大景观要素，素有“拉萨城郊明珠”和

“拉萨后花园”的美誉。同时，拥有深厚

的藏民族文化底蕴。

近几年，波玛村将现代文明、传统

历史文化、民俗等元素融入建筑和旅游

产品当中，使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

如今，波玛村正在积极谋划新的旅

游景点，为乡村旅游再添新助力。

沿着蜿蜒的石板路驱车而上，随处

可见潺潺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

云雾缭绕的群山，经过六七座石桥后，

来到海拔 4800 米、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的遗址，这里便是波玛村正在建设的新

的旅游景点。

波玛村党支部书记索朗告诉记者，

景点项目早在 2015 年就开始进行基础

建设，从村里通往遗址的石板路全长 3

公里，共安装了 200 个节能路灯，同时，

在石板路两旁栽种了上千株树苗。据

估计，2021 年 5 月就可以正式对游客开

放了。

为 了 丰 富 遗 址 旅 游 资 源 ，村 里 还

开 发 了 距 离 遗 址 不 远 处 的 老 屋 子 ，用

于藏式民俗体验。走进村民巴珠的家

里 ，马 厩 、风 箱 、铜 勺 …… 一 件 件 四 五

十 年 前 的 老 物 件 ，让 游 客 仿 佛 穿 越 回

到 了 过 去 ，去 感 受 藏 民 族 传 统 文 化 。

“我们住上了新房子，旧房子可以改造

成 游 览 中 心 ，让 游 客 体 验 藏 族 人 民 的

生活，了解更多的传统民俗。”巴珠对

记者说。

波 玛 村 作 为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安 置

点，紧邻 109 国道，交通便利。该村依

托 象 雄 梅 朵 生 态 旅 游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

打造了“德吉藏家”精品民宿，发展藏

家民俗、民宿旅游产业，着力塑造特色

品 牌 ，切 实 让 村 民 通 过 乡 村 旅 游 富 裕

起来。“2019 年，村民在‘象雄梅朵’就

业达 8000 多人次，总收入达 250 万元；

在‘德吉藏家’工作的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有 30 人左右，每人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工资收入。”波玛村村委会

副主任扎西次仁说。

堆龙德庆区波玛村：

“ 拉 萨 后 花 园 ”换 新 装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麻麻乡是山南市错那县西南部勒布沟里四个门巴民族乡之一，是勒布沟景区的中心，这里海拔 2860 米，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资源，气候宜人。山上植被茂密，郁郁葱葱，娘姆江穿村而过，流水潺潺，是天然的氧吧。

2013 年以来，错那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山南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全面推进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项目建设。2014 年底，

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建成，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该村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共开办家庭旅馆 49 家、餐馆 5

家、茶馆６家、特色产品销售点 3家，大大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

图为麻麻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

本报记者 袁海霞 郑璐 摄

以景富民 近年来，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白定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民们精心

培育各种鲜花，并售卖给游客，娇艳欲滴的鲜花深受游客喜爱。

图为村民在给鲜花浇水。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