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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康自古就是西藏的东南大

门 ，是“ 茶 马 古 道 ”在 西 藏 的 第 一

站。这里雪山林立、江河纵横，郁

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浓郁淳朴的民

族风情、金碧辉煌的千年古刹、迷

人的自然风光等，使人如痴如醉、

啧啧称奇。

而芒康县如美镇拉乌村位于

国道 318 沿线，是川藏线、滇藏线进

藏的必经之路，吸引了无数自驾游

客驻足此地。2019 年，在新建拉乌

村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时，特意打造

了拉乌村 318 爱心驿站，为往来游

客提供免费停车场、休息室、无线

网络、便民服务超市等服务，受到

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与认可。

在拉乌村 318 爱心驿站，当地

的藏鸡蛋十分受游客欢迎。很多

游客在饭店里吃了用藏鸡蛋所做

的菜肴后还会购买一些带走。这

些藏鸡蛋全部出自于该村永康农

牧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6 年 11 月，该专业合作社正

式成立，拥有 1.4万平方米的养殖场

和 50 亩的种植基地，采取“合作社+

基地+公司+农户”运作模式。

面对村民落后的种植养殖观

念，一开始合作社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扶持

农民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生产势在必行。

合作社首先通过引进良种、专

业化种植养殖新技术等方式，逐步

改造农户家庭副业式规模小、效益

低、质量差的落后生产方式，使广

大农民尽快扩大生产规模，大幅增

加 农 民 收 入 ，并 通 过“合 作 社 +基

地+农户+市场”的共同体经营模

式，大力发展农户的种植业及养殖

业。

在不断完善《合作社章程》的

同时，合作社先后制定了《社员代

表 大 会 制 度》《理 事 会 工 作 制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制 度》《社 员 管 理 制

度》《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有效加强了社员

自我管理能力，规范了社员行为。

同时，合作社将种植区域划分为 5 个片区，每片区设一个

服务站，由理事会、监事会成员负责联点包干，及时向成员供

应优质原种、生物肥、新特农药，传播新技术，收购销售成员

产品，并掌握成员蔬菜施药和采收情况，杜绝残效期内上市。

在一步步的努力下，合作社取得了一定成绩。社员从成

立初的 11 户迅速发展到 39 户，带动农民约 170 人，成员覆盖 5

个行政村。由于采用标准化生产和高效节水技术，每亩可增

收 1000 元。不少农民因此摆脱了贫困，“出门打工不如在家

种菜”已成为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2017 年，合作社开始在果树林下散养藏鸡，将藏鸡蛋销

售到周边市场，也通过拉乌村 318 爱心驿站售卖给往来游客，

常常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合作社准备扩大规模，希望能带

动更多农牧民群众增收。

万 顷 沃 野 谱 华 章
—“十三五”时期拉萨市农牧业经济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裴聪 格桑伦珠

一项项农业产业规划振奋人心，一个个

涉农项目加速推进，一座座美丽乡村焕发新

颜……行走在拉萨大地万顷沃野，到处激荡

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澎湃春潮，现代农业产业

园内无公害蔬菜新鲜娇嫩，标准化现代养殖

基地里的奶牛膘肥体壮，集观光、农事体验、

娱乐、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休闲观光农

业产业园内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

五年来，随着一项项惠农政策的实施，

农牧业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推广力度持续加

强，农牧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品牌建设深入

推进，拉萨大地逐步呈现出农牧业不断发展

壮大、农牧业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喜人

局面。

种植养殖规模稳步扩大——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盛夏季节，蔬果飘香。在达孜区现代农

业产业园里，圆滚滚的西瓜长势喜人，一串

串辣椒挂满枝头，农牧民群众正忙着为生长

期的茄子去芽、去老叶。近年来，达孜区现

代农业产业园结合拉萨市“菜篮子”工程，不

断延伸主导产业链条，逐步形成了现代特色

农业，2021 年上半年产值达到 3000 万元左

右 ，解 决 长 期 就 业 70 余 人 ，解 决 劳 务 输 出

7000 余人次，平均每人每月发放工资 4800

元。这是拉萨市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拉萨市种植养殖规模稳步扩大，

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全市总播

面积达到 70.12万亩，较“十二五”末增长 10%；

粮食种植面积年均保持在 41 万亩以上、产量

保持在 15万吨左右；蔬菜种植面积保持在 7.5

万亩以上、产量提高到 27.5万吨，“十三五”期

间 年 均 增 长 5.05%。 高 标 准 农 田 累 计 建 设

55.11万亩，有效推进“藏粮于地”。“藏青 2000”

“喜玛拉 22号”“冬青 18号”“藏青 320”等主推

青稞良种覆盖率达到 90%，年均实施测土配方

面积达 28万亩，扎实推进“藏粮于技”。

以当雄县、达孜区、林周县、墨竹工卡

县、尼木县 5 县（区）为主开展牦牛规模化集

中养殖，出栏牦牛数从 2017 年的 6127 头增加

到 2020 年 1.82 万头；肉类总产量达到 4.6 万

吨。扎实推进奶牛“万百十”建设工程，累计

创建奶牛示范户 1 万户，建设标准化养殖场

55 个，高标准养殖中心 7 个，引进优质荷斯坦

牛和娟姗牛 9144头，现有奶牛存栏 9万头，奶

产量达到 14.2万吨。畜牧业良种覆盖率达到

38%，较“十二五”增长 9个百分点。

现代化经营初具规模——
农牧业产业化达到新水平

墨竹工卡县具有悠久的小油菜种植历

史。2020 年全县种植小油菜 2.96 万亩，实现

总 产 近 500 万 斤 ，2021 年 种 植 小 油 菜 3 万

亩。2020 年区内外销售成品油 110 吨，销售

额 661.4 万元。特色产业的做优做强有效带

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拉萨市开工建设涉农领域项目

250 余个，主要包括易地扶贫搬迁、农田水

利、设施农业、造林绿化等，项目总投资 139.3

亿元，完成涉农项目 154 个。投资 100.5 亿

元，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485 个，完成 444

个，已投产运营并发挥经济效益的项目有

340个，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分红、就业 3.6

万余人，增收 1.38亿元。

据统计，目前，全市国家级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达到 8家、自治区级达到 15家、

市级达到 103 家，全面覆盖了农牧业种植养

殖生产及加工、农机服务、民族手工艺、建筑

运输等各领域。国家级龙头企业达到 8 家、

自治区级龙头企业达到 7 家、市级龙头企业

达到 43 家；累计发展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 9个，评选出市级家庭农（牧）场 60家；市

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达到 4 家，其中，城关区

智昭现代农业产业园被评为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当雄县牦牛产业园被评为自治区

级现代农牧业产业园。

五年来，全市农田灌溉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总投资达 4.02 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

21.68%，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23.05 万亩、节水

灌溉面积 1.51万亩、草场灌溉面积 2.1万亩。

持续打造“拉萨净土健康”区域公用品

牌，市县净土公司以设立实体店、签约经销

商、开设网店等形式，不断构建“线下”“线

上”净土健康产品销售网，市场开拓能力不

断增强，品牌知名度逐步提高。完成藏鸡、

藏香、拉萨好水、奶牛养殖、藜米、藏毯等 6 大

净土健康产业标准体系建设。“鑫赛瓜果”

“斯布牦牛”“雪域白鸡”“彭波半细毛羊”“朗

孜糌粑”等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初步显现。

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
农牧业技术装备水平有了新提升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种植集中化、规模

化发展，近年来，林周县耕、种、播、收全程实

现了机械化作业，其中，曲嘎强村 2018 年成

立了罗玛仓农机合作社，合作社投资近 1000

万元购买了 100 多台机械，村民也尝到了全

程机械化作业的红利。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111 万千瓦，较“十二五”末增加 55.5 万千瓦，

农机装备总量达 10.32 万台（套）。完成机耕

面积 52.81 万亩、机播面积 49.77 万亩、机收面

积 44.83 万亩，三项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2%，较“十二五”末增长 5个百分点。全市农

机合作社数量达到 31 个，年服务作业面积达

27万亩。

2018 年，拉萨在全区率先推广农机加油

一卡通工作，在全市 6 县 4 区和 233 个行政村

安装完成农机加油一卡通软件系统，在 65 个

加油站点安装完成加油系统软件，并于 2018

年 7 月正式上线运行，有效解决农牧民群众

农机加油难、加油手续繁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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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农牧区

村容村貌实现新改善

本报拉萨讯（记者 裴聪 格桑伦珠）近年来，随着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深入实施，拉萨市农牧区村容村貌实现新改善。

垃圾治理实现较大提升。全市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庄有

83 个，建立垃圾兑换超市 31 个，建立垃圾集中收集点的村庄

217 个，建立收运体系的村庄 208 个，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处置体系全覆盖，国道沿线、城镇周边等有较好基础、基本具

备条件的 90%以上的村庄生活垃圾已得到有效治理。以“四

清两改”为重点，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参与群众 19 万余人

次，共清理生活垃圾 2.48 万吨，清洁村庄覆盖率达到 94.8%，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明显，堆龙德庆区人居环境整治成为全国

典型。

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投资 1.89 亿元，造林绿化 11.56

万亩，全面消除 4300 米以下的无树村 4 个、无树户 18679 户，

自治区级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社区）分别达到 25%、

91%和 91%。

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近年来，拉萨市争取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奖补资金 2441.20 万

元，改造完成户用卫生厕所 13898 户，总数达到 33556 户，完成

财政奖补政策农村户厕验收 6986 户，累计改建农村公厕 441

座，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41.65%。

图为拉萨市达孜区境内长势喜人的冬小麦。 本报记者 裴聪 格桑伦珠 摄

为做好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昌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首次在芒康县使用植保无人机防治西藏飞蝗工作，统防统治

面积达 230 余亩，当地西藏飞蝗得到有效防治，植保无人机飞

行防治技术明显提升，保障了当地粮食生产安全。

（图片由昌都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本报昌都电（记 者 周婷婷）近 年

来，昌都市狠抓农牧业特色产业组织

化、规模化、科技化和品牌化，加强农

牧业特色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有效

衔接，大力推进农牧业特色产业建设，

坚持把发展农牧业特色产业作为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优化农畜产品加工业整体布局，

推动产业提档升级。结合昌都市农牧

业发展实际，在卡若、洛隆、八宿、丁青

等县（区）集中建设粮油加工区，重点

打造青稞、荞麦、油菜等深加工品牌；

在类乌齐、贡觉、江达、芒康等县（区）

建设畜产品加工区，重点发展牦牛、绵

羊等畜产品加工；在芒康、左贡、八宿、

察雅等县（区）建设干鲜果深加工区，

有序发展葡萄、核桃、苹果、桃、花椒、

食用菌等产品加工。去年，昌都全市

24 家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产值

2.034 亿元，带动农户 14000 户，户均增

收 3700 元，解决就业 1495 人；340 家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实 现 收 入 6783.76

万 元 ，带 动 群 众 11149 人 ，户 均 增 收

4120 元。

开拓消费市场，推动产业消费扶

贫 。 对 11 县（区）的 农 畜 产 品 进 行 调

研，对产品价格进行初步整理，建立蓝

天圣洁产品品质筛选体系，对产品质

量过关的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并签订框架性合同。初步打通天

津、福建、重庆扶贫消费市场。在天津

援藏工作队的帮助下，建立了西藏昌

都京东扶贫馆。在民航站达成了建设

机 场 候 机 厅 消 费 扶 贫 馆 协 议 。 2020

年，全市消费扶贫认定产品 245 种，消

费扶贫总金额达 10540.3 万元。其中，

单 位 认 购 411.51 万 元 ，企 业 认 购

7166.97 万元，援藏代销 2929.27 万元 ，

其他 32.55 万元。

做好招商引资，推动特色产业适

度规模经营。按照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要求，结合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引进湖南正虹科技集团，

与西藏长昌农业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在昌都联

合开展生猪（藏猪）养殖业务，包括生

猪繁殖、育肥、“公司+农户”运营等。

积极对接各援藏省市，大力引进涉及

农牧产业招商引资项目，重点对接天

津援藏工作队引进昌都津垦牧业科技

有限公司（阿旺绵羊胚胎项目）、丁青

县津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农牧业上

下游产业链项目，助力农牧业产业发

展及品牌建设。通过招商引资，扶持

成立了类乌齐县极多香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

婷）今年以来，昌都市扎实

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行 动 ”“ 化 肥 减 量 增 效 行

动”，稳步提升全市耕地质

量，促进化肥减量增效，切

实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2021 年，昌都市计划在

丁 青 县 开 展 化 肥 减 量 增 效

示范工作，突出青稞、小麦

等主要农作物，加快构建化

肥 减 量 增 效 长 效 机 制 。 同

时，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工作。2021 年，全市计划实

施测土配方施肥 48 万亩（其

中，左贡县 3.55万亩、八宿县

3.1 万亩），积极完成土样常

规性采集化验、“3414”田间

肥效试验、有机肥增施及替

代试验等相关工作。此外，

深 入 开 展 粮 油 绿 色 高 质 高

效行动。结合昌都市实际，

2021 年，全市计划开展粮油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48 万亩

（其中，左贡县 3.55 万亩、八

宿县 3.1 万亩），认真贯彻落

实“藏粮于技”战略，推进质

量兴农，助力种植业高质量

发展。

转
变
农
业
发
展
方
式

促
进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昌
都
市
积
极
开
展
化
肥
减
量
增
效
工
作

优化农畜产品 开拓消费市场 做好招商引资

昌都市“三举措”不断推动农牧业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