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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上半年，昌都市各级旅游行

政管理部门统筹旅游监管工作，全市旅

游市场秩序井然，实现了“安全、有序、繁

荣、祥和、文明”的发展目标，全市累计接

待旅游总人数 1045369 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85720.14万元。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人们

在精神生活上的更大需求，而旅游作为

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在旅游

市场复苏强劲的大环境下，乡村旅游也

逐渐迎来了“春天”。

一入夏，类乌齐县桑多镇扎西贡村

便披上了绿装，五颜六色的野花竞相开

放，吸引了大批周边群众前来观赏。

扎 西 贡 村 离 类 乌 齐 县 城 只 有 10 公

里，虽然扎西贡生态产业基地部分设施

还处于施工阶段，但每逢周末，前来这里

过周末的群众仍络绎不绝。

2019 年，西藏晨曦市场开发建筑有

限公司立足区位优势、平台优势，本着提

升发展后劲的精准扶贫工作思路，以提

高贫困群众收入为中心，投资约 7000 万

元实施类乌齐县扎西贡生态产业基地项

目。

该项目总用地约 410.02亩，主要建设

内容为温泉康养基地和菜籽油加工厂。

采用以农户为基础、合作与联动为纽带、

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的合作模式，促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如 今 ，占 地 100 余 亩 的 灌 木 林 生 态

观光已成为这里的亮点，远远就能看到

一片喜人的绿色林园。寻路走进这里，

野花遍地、绿树成荫，颇具乡村风格的小

路 连 接 着 一 个 又 一 个 现 代 化 的 休 闲 小

屋。

据生态园管理人员介绍，周末来这

里游玩的人很多，包间总是供不应求，需

要提前预定。

自 2019 年开工建设以来，扎西贡生

态产业基地项目转移当地农牧民劳动力

40 余人，直接或间接促进农牧民增收 120

余万元。

像这样的“洒咧”营地，昌都还有很

多。昌都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基

础薄弱，但旅游资源富集、禀赋极佳。在

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昌都市旅游发展局

不断挖掘本地旅游文化功能，抓好“洒

咧”营地建设，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目前，昌都市共有“洒咧”营地 180 余

个。“洒咧”营地的建设经营带动了当地

村民参与劳动获取劳务收入，全村建档

立卡户均可参与营地临时性用工。同时

还促进了当地牛奶、酸奶等农畜产品的

销售，为群众带来了较为可观的现金收

入。营地的经营发展间接辐射到周边，

周边群众自筹开办了小型洗车场等，使

当地群众直接或间接吃上“旅游饭”。

如果说距离昌都市区 80 多公里的扎

西贡生态产业基地稍远，那距离城区 10

余公里的如意乡如意村不失为一个好选

择。

近期，环境优美、美食丰富、娱乐项

目多的如意乡如意村涯钟林卡成为昌都

群 众 慕 名 前 去 的 打 卡 之 地 。 试 营 业 期

间，店内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既有

打折活动，又赠送卤菜、腊肉香肠等菜

品，一时间生意火爆。

涯钟林卡地势平坦，植被茂密，一栋

装修精美的藏式房屋让人眼前一亮。为

满足更多人的娱乐需求，店内新购置了

滑滑梯、蹦蹦床、充气式大滑梯等游乐设

备，还设置了套圈、打气球等娱乐项目，

让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在这里度过欢乐时

光。

每到下午时分，林卡内回荡着节奏

欢快的锅庄歌曲，有兴致的客人便会围

着坝子中心的彩旗跳起锅庄，欢笑声与

歌声融为一体，好不畅快。

近年来，昌都市坚持将乡村旅游发

展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依托国道 317、318 天路廊道及核心

景 区 资 源 ，主 打“ 生 态 牌 ”，念 好“ 山 水

经”，组织开展以“洒咧”营地建设为重点

的“特色乡村旅游工程”，逐步建立乡村

旅游“孵化器”机制，吸纳越来越多的群

众参与旅游开发建设。

目前，全市建成的 180 余个“洒咧”营

地每年可直接或间接带动 4000 余名群众

就业，人均年创收 5000 余元。此外，农牧

民家庭旅馆 473 家，直接从业人员达 3632

人，带动群众 1825 人，实现人均增收 4000

余元。

如今，品尝特色藏餐、炒青稞、糌粑、

风干牛肉、鲜牛奶、酸奶等特色食品已成

为可供游客体验的本地民俗项目之一，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昌都市各级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也在积极扶持、指导研

发特色旅游产品。洛隆“洛宗”青稞系

列、江达邓玛酒业青稞酒系列、类乌齐风

干牦牛肉等农牧业精深加工产品作为各

大展销会及市旅游服务中心、外地各旅

游联络处的主打产品，在区内外旅游博

览会、贸易洽谈会和旅游宣传推介会等

各级展销会上进行了展销，推广效益显

著。

今年上半年，昌都全市乡村旅游接

待 游 客 25.4 万 余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40 万余元；全市旅游业带动农牧民转

移就业 5831人，实现增收 1240.13万元。

江达县“西藏解放第一村”景区、天

穹孜珠景区、夏乌民俗旅游村、谷布山景

区……走进乡村，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

更多的精彩等你来发现。

美 了 乡 村 富 了 乡 亲
—昌都市进一步盘活旅游资源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本报昌都电（记者 周婷婷）为进

一步提升旅游从业人员旅游服务技

能，扎实做好旅游服务人才的储备和

培养，近期，昌都市旅游发展局在类

乌齐县举办 2021 年旅游从业人员旅

游服务技能培训班。

此次培训共计 15 天，以理论培训

与 移 动 课 堂 培 训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开

展。邀请了西藏自治区长期从事旅

游培训的专 家 进 行 授 课 ，紧 紧 围 绕

旅 游 景 区 讲 解 、乡 村 旅 游 服 务 规 范

等 核 心 内 容 展 开 ，主 要 包 括 讲 解 员

基 础 知 识 培 训 、旅 游 服 务 礼 仪 和 职

业 素 养 、旅 游 活 动 中 问 题 和 事 故 的

预 防 和 处 理 、民 族 团 结 政 策 解 读

等。并通过参观类乌齐县伊日峡谷

等景区（点）和当地特色旅游产品企

业 ，实 地 练 习 讲 解 和 学 习 借 鉴 实 力

企 业 运 营 和 管 理 方 面 好 的 经 验 做

法 。 力 争 通 过 培 训 ，为 今 后 昌 都 市

景区景点建设及乡村旅游长期经营

建设一支“靠得住”的本土旅游服务

人才队伍。

“以前都是土路，没有桥，车子根本进不来，到索松村要过雅鲁藏布江，

只能靠渡河，用水和用电也不方便。我刚开始经营家庭旅馆，3 月桃花开

了，整个村庄都粉粉的，对面还有美丽的南迦巴瓦峰，宛如仙境一般，但进

来旅游的人很少，种植养殖业是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日子过得很紧巴。”说

着以前的交通、旅游状况，米林县派镇索松村村民洛桑顿珠一脸忧郁。“后

来索松村作为国家的小康示范村，加大了建设力度，2014 年修建了雅鲁藏

布江大桥以后，游客到索松村很便利，我家旅馆从几个床位扩大到现在的

36 个床位，水、电、路、网样样俱全，和城里没有区别，每天都住得满满的，现

在生意特别好。”洛桑顿珠说。

走进洛桑顿珠干净、整洁、大气的厨房，藏式柴火炉燃烧得正旺，整个

屋子暖和和的。摄影师王刚正忙于挑选镜头里拍的民俗、桃花、南迦巴瓦

峰的照片，54 岁的阿妈旺姆逗着身旁快满一岁的孙子强久益西，屋内气氛

十分融洽。

“来，喝茶喝茶，刚打的酥油茶。”年轻、帅气、阳光的洛桑顿珠热情的招

呼着游客。这几年开办家庭旅馆，服务游客越来越周到，生意一年更比一

年好，收入越来越高。

王云，3 月 22 日专程从北京来林芝看桃花，就住进了洛桑顿珠的旅馆，

与他一家相处融洽，成了他北京的姐姐。“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有机蔬菜，晚

上围着火炉烤血肠、麻辣牛肉，喝酥油茶、吃糌粑，很开心，空气也很好，比

城里的五星级酒店住得还舒服。”

在党和国家好政策的大力扶持下，2017 年洛桑顿珠通过“藏宿贷”修建

“古藏工布庄园”，建成标准化客房，利用太阳能提供热水,节能环保。2018

年开始营业，并为游客提供具有藏式特色的菜肴，2020 年家庭收入达 70 余

万元。今年依托桃花节的影响力和索松村的独特魅力，整个村庄旅游越来

越火爆。记者看到，大巴车、自驾车在村庄来回穿梭，挤得水泄不通。专业

的、非专业的摄影师，扛着“长枪短炮”、无人机、穿越机，在田野、在桃花树

下、在南迦巴瓦峰最佳观赏点拍个不停。“估计今年收入将达到 80 余万元。”

他自信满满地说道。

谈及未来的打算，洛桑顿珠说：“我们要保护好环境，让绿水青山常在，

增加游客骑马、射箭、采摘水果、跳锅庄等体验项目，让他们吃得放心，玩得

开心！”

索松村，现有农牧民 128 户 424 人，党员 90 人。近年来，索松村“两委”

班子按照“能人带动、群众参与、旅游兴村”的发展思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

快速发展。2020 年，索松村已有农家乐 41 家，875 间客房，床位 1600 张，旅

游纯收入 768万元，人均纯收入 31000.06元。

国道 318 上哪些景点是必须去的？其他

地区无需多言，但在昌都，可以这样玩。作

为茶马古道进入西藏的第一站，昌都市芒康

县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汇之处，这是一片

充满神奇、灵性、美妙的净土。

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盐是必不可少

的东西。芒康古盐田的食盐生产历史已经

有 1300 多年，并且芒康古盐田的晒盐技艺

（井盐晒制技艺）已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位于澜沧江边的古盐田，从江边向着山

上一层一层地叠加上去。薄薄的卤水在晒盐

池里等待大自然的加工，倒映着蓝天白云的

卤水最终将成为人们的必备品——天然盐。

除了古盐田景区的人文景观之外，从芒

康县城所在地嘎托镇前往古盐田景区将翻

越海拔 4484 米的红拉山，这里有珍贵的滇金

丝猴。山脚下四季如春，山腰林海莽莽。而

在山坳处，则可远眺达海拔 6434 米的达美拥

雪山，同时这座山峰也是“梅里雪山”的第三

个女儿。

沿着川藏南线国道 318 继续向着拉萨方

向前行，便是不可错过的第二个重要美景

——美玉草原。

美玉草原位于左贡县美玉乡，这个地方

在他念他翁山西北部，处于玉曲河支流开曲

河流域，平均海拔为 4200 米。作为左贡县唯

一的纯牧业乡，这里具有丰富的草地资源，

景区草地面积高达 10万余亩。

夏季正是游览此地的最佳时节，碧草如

茵、野花遍地，运气好还能看到瞪羚在草原

上追逐玩耍。除此之外，野兔、高原旱獭（土拨鼠）掘穴随处可见。穿乡而

过的开曲河水流平缓、清澈见底，鱼翔浅底、嬉戏玩耍、生动有趣。点缀其

间的湖泊湿地，由于湖水来源于雪山冰峰，一年四季清澈见底。

美玉乡卡扎村还有一座叫做白玛班格日神山的子山，这里有种类繁多

的野生动物群落，甚至号称左贡县的“天然野生动物园”，并且还有天然泉

眼，观光与洗浴两不误。

在最好的季节遇见昌都，遇见“地球第三极”，或许你的昌都之旅应该

提上日程了。

美丽风景惹人醉 村民收获幸福果
——米林县索松村洛桑顿珠的民宿

本报记者 胡文 本报通讯员 王显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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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县荷扎村：

乡村旅游铺就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巴宜电（记者 胡文 王珊）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

拓宽荷扎村发展路子，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林芝市人社局驻荷扎村

第九批工作队进驻以来，十分注重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上铺路子、打基础、

谋长远，掌握全面村情，利用各种

机会与村“两委”干部、党员群众探

讨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让

村民吃上“旅游饭”的发展问题，逐

步探索确立了“建设美丽荷扎，打

造莲花秘境中的桃花源”的乡村振

兴思路，获得了党员群众的广泛认

同以及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

依 托 区 位 优 势 ，激 活 致 富 资

源。荷扎村距离墨脱县标志性景

点果果塘大拐弯约 5 公里，具有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在上

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驻村工

作队的努力下，荷扎村已完成边境

小康示范村建设，饮水、用电、交通、

住 宿 、网 络 等 硬 件 条 件 已 非 常 完

善。荷扎村为门巴族聚集村落，门

巴特色房屋错落有致，水稻梯田、生

态茶园等自然景观风景优美，民风

淳朴、邻里和谐，具有典型的陶渊明

笔下的《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人文

民俗优势，已经是初具规模的美丽

乡村旅游田园风光综合体。

此外，荷扎村还建有茶叶基地

888 亩、中华寿桃基地 36 亩、蜜柚基

地 45 亩、香蕉基地 110 亩，林果资源

丰富，但苦于没有销路，群众暂时

并没有从中得到太多实惠。为了

让荷扎村这么多的资源优势转化

成群众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发展

优势，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

开动脑筋，多次商讨酝酿，“建设美

丽 荷 扎 ，打 造 莲 花 秘 境 中 的 桃 花

源”的旅游发展、品牌建设思路逐

步产生。该思路立足荷扎村实际，

合理整合现有资源，突出桃花源品

牌建设主题，大量种植观赏性桃树

等，意在借助果果塘大拐弯的知名

度率先在荷扎村开展美丽乡村生

态旅游，逐步将荷扎村打造成集旅

游观光、林果采摘、民宿、餐饮、农

家乐、采茶制茶体验等服务，推销

特色手工艺品、特色农副产品等于

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服

务和产品两条腿同时发力，增加收

入。

柴维乡位于昌都市卡若区扎曲河东岸流域，平均海拔 3400米。

图为昌都市卡若区柴维乡风景。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摄

然乌湖位于昌都市八宿县境内，是帕隆藏布江的主要源头。然乌湖是由于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堵塞河道而形成

的堰塞湖，因为紧靠川藏公路而为许多旅行者所熟知。

图为然乌湖风光。 本报记者 周颖 摄
湖光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