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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央金）近日，按照拉萨市文明办要求，根据《全国文

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操作手册（2021 年版）》内容，拉萨市旅游发

展局组织安排相关科室，成立文明旅游市场环境整治检查组，分别对驻

市星级宾馆（饭店）、A 级景区（点），旅行社等涉旅企业进行督导检查。自

5 月 1 日开始，对 A 级景区、星级宾馆（饭店）酒店、旅行社、购物店进行了

检查。

据拉萨市文明旅游市场环境整治检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拉

萨市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常态工作及对照创建文明城市检查内容，拉萨

市涉旅企业总体情况良好，但个别涉旅企业存在不同问题：部分星级

宾馆（饭店）门前车辆停放秩序混乱；没有设置“禁止吸烟”标识；未划

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文明旅游宣传资料数量、品类较少；学雷锋志愿

服 务 站 点 人 员 不 到 位 等 。 A 级 景 区（点）存 在 未 设 置“ 保 持 1 米 线 距

离”提示；部分景区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没有安装残疾人使用扶

手；部分 A 级景区缺少制作张贴宣传保护未成年人的宣传广告或海报

等问题。共性问题有张贴文明用语、温馨提示、公益广告标识数量不

足；落实垃圾分类环保要求不到位；应用多媒体手段宣传文明旅游不

到位等六个问题。

拉萨市文明旅游市场环境整治检查组督导检查组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大力推进旅游市场落实文明创城工作部署要求，

督 查 涉 旅 企 业 按 照《全 国 文 明 城 市（地 级 以 上）测 评 体 系 操 作 手 册

（2021 年 版）》内 容 ，扎 实 抓 好 自 查 自 检 ，积 极 做 到 立 查 立 改 ，高 标 准

推 进 创 城 工 作 各 项 指 标 落 实 到 位 ；协 同 县（区）文 化 和 旅 游 局 、管 委

会等部门认真领会拉萨市市委、市政府对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指示

要求，高度重视创城工作，严格落实“一把手”抓创城工作责任制、主

体 责 任 和 属 地 管 理 责 任 ，层 层 落 实 督 查 工 作 机 制 ；拉 萨 市 旅 游 发 展

局 将 加 大 反 复 督 导 检 查 力 度 ，组 织“ 回 头 看 ”，强 化 各 项 创 城 工 作 扎

实落实。

尼木，藏语意为“麦穗”，位于雅鲁藏布江

中游北岸，是藏文字创造者和藏香创始人吞

弥·桑布扎的故乡。地处西藏中南部，距拉萨

市 147 公里，是拉萨至日喀则旅游线的重要节

点，拥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其中尼木县卡

如乡是“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卡如村是首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昔日的郊区小山沟，近年来迎来了华丽的

变身，被打造成集观光游览、休闲养生、水果采

摘、农家食宿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尼

木县卡如乡文化旅游精准脱贫示范项目，该项

目不仅让当地的老百姓增收致富，种类多样、

项目齐全的民俗体验更是让广大游客流连忘

返。

该项目是由域上和美集团与拉旅文集团

共同打造，以藏文化体验为核心，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打通旅游环线，升级旅游配套，实现旅

游增收。依托 318 国道，发挥国家森林公园、千

年核桃林、天然温泉和雅鲁藏布江水域等优

势，打造拉萨西环线沟域文化旅游生态休闲区

和区域旅游聚集点，发展文旅产业促进精准扶

贫和当地农牧民的可持续发展，是尼木全域旅

游的重要节点。

该项目自运营以来，通过扶持村民开办

藏家民宿、青稞酿酒等民俗民艺工坊，尼木传

统非遗制作体验项目，探索乡村旅游消费扶

贫 模 式 ，为 项 目 所 在 地 合 作 社 累 计 分 红 三

次 。 2020 年 分 红 金 额 共 计 55 万 元 ，其 中 ，尼

木和美乡村公司贡献了 30 万元的收益，分红

受 益 群 众 包 括 59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和 边 缘

户以及项目所在地 24 户村民，共计 310 人，户

均增收超 9300 元，其中分红最多的一户分到

了 34980 元。

“下一步，尼木和美乡村公司将按照‘完善

配套、提升供给，产业融合、振兴乡村’的原则，

夯实项目产业基础，围绕农村全面振兴，做好

与尼木县‘十四五’规划的衔接，最大化释放乡

村旅游势能，让广大群众从乡村振兴的发展成

果中持续受益。”尼木和美乡村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日喀则市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契机，依托乡村丰富的自然环境、人文

资源、农业基础，结合景区景点、旅游交通

节点、特色小城镇与边境小康村建设，着力

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立

政府支持、部门协同、企业联手、媒体跟进、

游客参与的整体旅游营销体系，让广大农

牧民群众吃上“旅游饭”。

“先手棋”：制定规划建设
项目抓统筹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推进全域旅游战

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城乡发展、促

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以来，全市旅游续建项目共 11

个，计划投资 5065 万元。截至目前，已完

成 投 资 4955.91 万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97％。全市新建旅游项目共计 28个，计划

投资 2.03亿元。全年陆续开工建设 23个，

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 1.2 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 56％。完成全国第二批涉旅新增

政府专项债券 26个，22.54亿元申报工作。

为进一步提升日喀则市旅游从业人

员的综合素质，积极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

展，日喀则市借国家、自治区培训之机，安

排 52名乡村旅游代表、扶贫干部和致富带

头人参加培训。同时，日喀则市旅发局专

门开展了旅游重点项目管理和精准扶贫

培训班，县（区）文旅局主要负责人、旅游

扶贫专干、重点景区和乡村旅游点负责人

等 182 人参加培训，18 县（区）文旅局也积

极开展培训，上半年累计培训 346人次。

同时，日喀则市将乡村旅游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定期召开涉旅企业吸纳农牧民

转移就业动员部署会，宣传政策，引导和鼓

励涉旅企业克服困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深入实施旅游产业项目、加强旅游技能培

训与就业指导，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全

年 旅 游 系 统 带 动 农 牧 民 转 移 就 业 人 数

16518人、19257人次，总收入 7367.9万元。

“主动仗”：打造精品创建特
色促升级

随着日喀则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

旅游产品也在不断丰富，逐步衍生出食宿

接待型、观光采摘型、特色餐饮型、休闲度

假型、民俗风情型、天然氧吧型等多种旅

游服务形式，—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不断

面市。日喀则市着手将这些乡村旅游景

点、线路、产品打造成为一个个旅游消费

新热点。

——围绕“神奇珠峰·醉美庄园·吉祥

日喀则”旅游主题，深入挖掘“一峰两寺三

城三线五沟”等特色精品旅游资源的文化

内涵和发展潜力，整合各方面资金，加强

珠峰景区、扎什伦布寺景区、日喀则古城、

江孜古城、萨迦古城等旅游基础设施及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家庭旅馆集群发

展。

——开展乡村旅游资源普查，摸清了

旅游相关资源、潜力、市场、人才等情况。

按照全市乡村旅游资源的分布及市场情

况，日喀则市将旅游贫困村的民俗风情、古

旧建筑、特色餐饮、民宿等作为旅游产品与

周边成熟景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大批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依托历史文化传承、自然

生态景区、现代农业基地等资源优势，加快

发展家庭旅馆特色村（点），着力推进日喀

则市桑珠孜区年木乡罗林村、江孜县热龙

乡夏雄村等 20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创建。

——充分发挥家庭旅馆精品示范区、

特色乡镇和特色村（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大力扶持发展乡村民宿型的农家乐经营

户。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星级家庭旅馆 99

家。

“组合拳”：擦亮品牌提升
质量促服务

近年来，日喀则市全面提升游客的便

利舒适度、体验满意度和品牌认同度，加

快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经济强市

的转型跨越。

净化旅游市场。按照“四不两直”和

“双随机、一公开”的工作方式，积极开展

旅游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采取日常监管、

不定期抽查、重大节假日联合检查、暗访

等方式，对全市旅游车辆及涉旅企业进行

监督检查。全年组织旅游执法检查 280余

次，出动 1312 人次，排查问题 169 项，已整

改 169 项，整改率 100%。受理游客文字投

诉 19 起、电话投诉 33 起，做到 100%妥善

处理。

提升整体质量。严格按照星级饭店、

旅游景区评定标准，严把评定质量关，本

着宁缺勿滥的工作原则，加强行业引导，

推动日喀则旅游接待整体档次和服务质

量提升。全年新增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景点）2 处，3 星级以上饭店（酒店）4 家。

目前，全市共有 A 级景区（景点）59 处，星

级 饭 店（酒 店）63 家 ，星 级 家 庭 旅 馆 99

家。全市 A 级景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目标任务完成率为 100％。

全市专门开展家庭旅馆特色村（点）

样本分析，及时掌握季节特点、客源变化、

游乐项目等经营状况，使相关工作更具针

对性；主动把旅游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借力推进农村

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村道硬化、河道治

理、卫生改厕、村庄绿化等环境整治建设，

整体提升乡村旅游休闲旅游水平；突出特

色，举办“珠峰宴、雅江席”等日喀则传统

特色地方菜和农家菜的传承开发活动。

初夏时节，白朗县珠峰现代农业科技

创新博览园里游人如织，娇艳的月季花、

紫君子兰，还有鲜红的辣椒、可口的西瓜、

清甜多汁的人参果，令人陶然忘忧。

“人参果、莲雾果、吊竹梅、散尾葵这

些只能在热带种植的水果和植物，在珠峰

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竟然也可以看

到，徜徉在园区，不仅可以体验到田园采

摘的乐趣，更是一种增长知识、寓学于乐

的独特体验。我经常会带着家人和朋友

来这里过上一个愉快的周末。”白朗县干

部胡同帝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

博览园是白朗县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型的重大项目，是集技术创新研究、成果

展示展销、综合服务管理、生态休闲旅游为

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体，已经成为现代农

业技术推广示范中心、生态农业科普教育

中心、农旅融合发展示范中心和珠峰现代

农业大数据平台，被批准为西藏目前唯一

的田园综合体类 4A 级旅游景区。目前珠

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里共培育名贵

花木 200余种，成功培育瓜果蔬菜 90余种。

据介绍，高原特色果蔬产业是白朗县

的主导产业，奠定了农业发展的生态优

势、绿色优势、高效优势。正是在此基础

上白朗县围绕“高效生态、绿色发展”的定

位推动“果蔬种植采摘+旅游”融合大力发

展高端设施农业、城郊农业、休闲农业、体

验农业。通过主体带动、财政帮扶、金融

助力、链条延伸等举措不仅推动了果蔬产

业转型升级还催生了以珠峰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博览园为核心的田园综合体建设

搭建起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平台。

“ 下一步，这里的高原农耕博物馆、

作坊集群、儿童乐园、旅游驿站、温地风情

林卡、幸福花海长廊、观景台、智慧田园科

研中心、野趣鱼塘、玻璃景观桥、庄园酒店

等 一 系 列 配 套 设 施 将 陆 续 纳 入 园 区 建

设。景区配套建设完成后，一个年接待 10

万人次的景区，可实现营业收入 1000 万

元，直接和间接安置 3000 名农牧民就业，

带动 1000 个农牧民家庭增收。”珠峰农业

现代科技创新博览园总经理孟德利告诉

记者。

本报日喀则电（记者 张斌）记者从日喀则市旅游局了解到，自日喀则

人民林卡群众游园活动开展以来，已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日喀则市人

民林卡已成为该市网红打卡地。

据悉，自日喀则人民林卡群众游园活动开展以来，开园仪式专场文

艺演出、“童心向党”第二届少儿才艺大赛颁奖暨优秀作品汇演等活动相

继在人民林卡开展。同时，为了丰富群众夜间游园活动，日喀则市每晚

安排专人和文艺小分队进行广场舞表演，积极协调相关单位试运营音乐

喷泉项目，昼夜节目精彩纷呈，深受群众欢迎。目前，珠峰农投集团已牵

头组织 15 家本地企业，对藏香、青稞奶茶、藏蜂蜜等特色农产品进行展示

展销，下一步，珠峰文旅集团、市文化局将组织文创精品、非遗产品展示

展销活动。

据介绍，日喀则市相关部门将加强协调统筹，合力解决游园秩序、环

境卫生、疫情防控、商铺营业、夜间游园等系列问题，同时，积极倡导广大

游园群众和商户文明游园、文明经营，有效美化游园环境、规范游园秩

序、保障游园安全。

乡 村 游 奏 响 振 兴 曲
—日喀则市乡村旅游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斌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纳木错进入最美观景季，同时也迎来旅游旺季。纳木错是中国第三大

咸水湖，位于藏北高原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峰北麓，拉萨市当雄县和那曲市班戈县境内。

图为游客在纳木错边拍摄红嘴鸥。

本报记者 央金 摄
人在画中游

日喀则市开展人民林卡游园活动

游园好热闹 群众乐开怀
果 蔬 飘 香 迎 客 来
——白朗县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博览园见闻
本报记者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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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

开展文明旅游市场环境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