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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野 有 新 歌
——记朗县拉多乡牦牛养殖业的新发展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胡照跃

携 手 并 进 砥 砺 前 行
——广东林芝积极推动农产品企业双向交流常态化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黄进 黄帼蓉 马千里

情 定 高 原

米林县羌纳乡岗嘎村次仁措姆:

把 青 春 交 给 国 家
本报记者 张猛 本报通讯员 罗欢悦

林芝第二批“双百计划·工

布 英 才 ”学 员 学 成 归 来

11 月的林芝，气温较低，空气中透着

丝丝凉意，路上的行人已经裹上了厚厚的

衣服。

然而，市区的惠好超市、林芝源、百益超

市、银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果蔬直销点、财

州商店等多个商场或零售门店却气氛火热，

11月 1日，“粤藏同心、名品互进”——2021粤

林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林芝举行，点

燃了林芝市民的热情。

此次活动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东

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林芝市农业农村局、

林芝市商务局（供销社）共同举办，给林芝

带来了 3000 公里之外的一批水果——来自

广东苏区梅州的蜜柚。

广东柚子在林芝各大商超和水果销售

门店一上架，就受到了当地市民的热捧，在

各超市收银区排起了购买广东柚的长队，

市民们竞相品尝来自广东的“甜蜜味道”。

结对共建
架起交流合作、共同发展桥梁

“粤藏同心、名品互进”——2021粤林品

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的第一站，走进了林

芝市米林县琼林村。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机

关党委与林芝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总支结

对共建。

谈及此次结对共建的初衷，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援藏干部、林芝市农业农村局副

书记谭 琼 表 示 ，为 贯 彻 落 实 中 央 第 七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精 神 ，结 合“ 学 党 史 、办

实事”，林芝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总支联

合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机 关 党 委 ，共 同 开

展 结 对 共 建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活 动 。 希 望

通 过 结 对 共 建 ，加 强 琼 林 与 林 芝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广 东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党 组 织 之 间

的民族团结交流，架起交流合作、共同发

展的桥梁。”

活动结束后，琼林村村民领到了来自

广东的柚子礼盒。“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广东

柚子，味道比以前吃过的柚子更鲜甜。”琼

林村村民赤来说，希望以后能通过粤藏农

产品交流，品尝到更多广东优质的农产品。

名品互进
推进特色农业产业交流

结 对 共 建 之 后 ，“ 粤 藏 同 心 、名 品 互

进”——2021 粤林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随即在惠好超市举行，广东省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班子成员、林芝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小玲等出席了活动，广东中荔集团、广东

十记集团和林芝惠好超市现场签订了合作

协议。

产销对接活动旨在助力“以农援藏”，

实现广东—林芝农产品企业双向交流，通

过面对面、手拉手，线上、线下相结合，探索

搭建粤林供销协作桥梁，促进粤林农产品

产销对接、产业协同。“双方通过大力推动

‘粤藏同心、名品互进’系列活动，不仅能让

更多本地村民品尝到来自广东的新鲜水果

等农产品，还有助于丰富林芝老百姓的‘菜

篮子’和‘果篮子’，更有助于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进

一步推进粤林之间特色农业产业的交流。”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郑宏宣说。

“这是惠好超市第一次销售广东水果。”

采购商代表、林芝惠好超市董事长聂增说，

在林芝从事商超或农产品销售工作的群体

大多来自四川，以往销售的水果多采自四

川，他们都缺乏广东水果采购渠道，也担心

供应链成本太高，这次是广东水果进林芝超

市从“0”到“1”的一次突破。引进广东品牌柚

子，有助于提升超市的品牌影响力，他希望

这样的粤藏交流合作可以常态化。

“以往都是想方设法把林芝的好产品

往广东输送，像今天这样双向交流的形式，

是一种创新、一种探索。”林芝市农业农村

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洛桑吉美指出，一方

面，发挥援藏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广阔

市场，借助各类销售平台，实行精准化营

销，让林芝的好产品更多地走进全国各地

商超，成为人们“舌尖上的美食”；另一方

面，把广东的优质农产品更多地引进到林

芝，打通产销衔接“最后一公里”，丰富林芝

市民的“菜篮子”“果篮子”，起到稳定物价、

保障供给的作用。

近年来，在广东援藏工作的带动下，广

东、林芝两地的名优农产品双向流动正在

逐渐成为常态。据不完全统计，第九批援

藏工作队进藏以来，西藏特色农牧产品累

计在广东市场销售超过 6亿元。

粤藏同心
资源互补共促乡村全面振兴

名品互进只是广东农业农村援藏的一

个方面。自对口援藏工作启动以来，广东

一直重视农业农村援藏工作，持续推动林

芝市农牧业持续增效、农牧区持续美化、

农牧民持续增收，力争在全国已脱贫地区

中率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

日前在拉萨召开的全国农业农村援藏

工作座谈会上，林芝市代表在座谈会上作

了交流发言。

在 洛 桑 吉 美 看 来 ，广 东 省 援 藏 工 作

队 充 分 借 助 援 藏 的 资 金 优 势 、技 术 优

势 、市 场 优 势 ，主 动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新 形

势 ，在 提 升 产 业 质 效 上 敢 闯 敢 试 、先 行

先 试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把 林 芝 的 好 产 品 推

介出去。

近年来，广东省积极推进“消费援藏”，

以市场化运作，以消费促进生产。2020 年，

全市农牧特色产业辐射带动 4 万余户 13 万

余人，实现收入 4.1亿元，带动农牧民人均增

收 3000余元。

农牧区基础建设是广东援藏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十三五”期间，广东共投入资金

90492 万 元 ，支 持 建 设 了 120 个 小 康 示 范

村。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里，广东累计争取

援藏资金 7.33亿元，用于小康示范村等建设

和提升改造，农牧区面貌焕然一新。

除了传统的资金援藏方式，广东正积

极推动援藏工作由资金援藏向智力援藏转

变。通过赴粤培训、专家讲座、结对帮扶等

智力援助方式，广东先后向林芝输送各类

涉农人才、专家 300 名，实地培训林芝本地

干部群众 2 万余人次，打造了一批带不走的

人才队伍。

十一月的朗县拉多乡，行走山间需要

裹上厚厚的棉衣。天微微亮，朗县拉多乡

扎村牦牛育肥基地的农牧民却身着单衣忙

碌着准备饲草，他们说日子越过越红火，干

活有劲，一点也不觉得冷。

朗县拉多乡地处高山峡谷，土地资源

匮乏，旁人看来本不适合集中养殖，而如今

却已在半山腰上建成了 22 亩的牦牛育肥

基地，不到一年，营业额近 300 万元，户均

分红 2000 元。“牛在草地上真迷人，乳白色

的奶汁也是那么的好……这么好的政策，

党的恩情永远忘不了。”基地农牧民改编的

悠悠牧歌，唱出了牦牛养殖业的新发展。

党支部有担当、善作为

早在 2019 年，拉多乡扎村党支部就计

划着打造短期性的牦牛育肥基地。但当时

大多数村民持观望态度，犹豫要不要入股。

“没有牛，那不行，我先把自家的牦牛

纳入基地。”扎村党支部书记拉巴次仁在

支委会会议上异常坚定地表示。半年时

间 里 ，支 委 会 其 他 成 员 以 及 村 里 的 党 员

也相继掏出家底，到了 2020 年底，扎村牦

牛育肥基地正式成立。党支部一班人跑

市 场 洽 谈 合 作 ，投 工 投 劳 建 设 和 完 善 基

地 ，并 邀 请 技 术 专 家 到 村 里 开 展 牦 牛 养

殖 技 术 培 训 ，聘 请 专 业 机 构 完 善 经 营 管

理制度、理清集体经济账目，在大家的脑

海中已有了蓝图。

从“要我致富”到“我要致富”

过去，扎村村民因“冬宰惜宰”的陈旧

观念，有牛不愿意卖、不舍得卖，甚至随主

人终老，空守着漫山的牦牛，却把日子过得

愈发清贫艰苦。

“ 想 致 富 就 要 行 动 起 来 ！”村 民 益 西

说 。 他 将 自 家 牦 牛 作 股 纳 入 基 地 ，与 基

地 达 成 协 议 收 购 育 肥 成 功 后 的 牦 牛 ，在

县 城 租 赁 摊 位 零 售 新 鲜 牦 牛 肉 ，今 年 卖

出 7 头 ，收 入 9 万 余 元 。 近 年 来 ，扎 村 党

支部在转变农牧民陈旧观念方面持续发

力，加强思想教育引导，鼓励全村村民以

牦 牛 为 股 份 加 入 基 地 。 现 在 ，大 家 都 全

身心地扎进“我要致富”的行动中，抱团发

展牦牛养殖业，主动奔小康，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得到有效提升。

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牦牛育肥基地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

效益不断攀升。此时的情形如育肥基地负

责人贡布所说：“缺入栏、不缺出栏。”

扎村 党 支 部 创 新 经 营 方 式 方 法 ，吸

纳 更 多 牦 牛“ 加 盟 ”，对 被 收 购 方 实 行

“ 多 卖 单 价 高 、少 卖 单 价 低 ”的 策 略 ，此

后 ，30 万 元 、50 万 元 、100 万 元 …… 年 内

多 次 打 破 育 肥 基 地 购 入 牦 牛 的 单 笔 成

交 纪 录 。 拉 多 乡 党 委 、乡 政 府 大 力 扶

持 育 肥 基 地 ，着 力 将 育 肥 基 地 打 造 为

全 乡 牦 牛 养 殖 业 的 中 心 ，按 照 每 头 100

元 的 标 准 为 卖 方 设 立 出 栏 奖 励 金 ，鼓

励 牦 牛 养 殖 合 作 社 、养 殖 大 户 、农 牧 民

家 庭 出 栏 牦 牛 到 基 地 ，构 筑 起 较 为 完

整 的 牦 牛 产 业 链 ，带 动 全 乡 广 大 农 牧 民

增 收 致 富 。 今 年 ，全 乡 牦 牛 出 栏 率 较 去

年 翻 了 两 番，自家牛圈存栏越来越少、育肥

基地出栏越来越多，一减一增，撑起了群众

的腰包。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扎 村 党支部在提高育肥基地牦牛数量

的同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生态畜

牧之路。

扎村拥有草场 1.8 万余亩、林地近 1000

亩，过去农牧民放牧，牛羊成群、上山进林，

草畜平衡一时难以把握，养得多，破坏生

态；养得少，谈不上致富。牦牛育肥基地建

成后，农牧民的个人牛圈陆续拆除，撒上草

种、种上木苗。党支部带着党员、群众实施

基地空地绿化，主要栽植果树，制定计划每

年在路旁、村旁、田旁、水旁植树 5000 棵以

上，村民大会一次性全票通过将禁牧万亩

纳入村规民约。

随着思想引导、发展策略的深入，牦牛

育肥基地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广大农牧

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朝着拉多乡党

委 、乡 政 府 提 出 的“ 千 万 级 ”村 企 目 标 迈

进。马上，育肥基地将引进体型大、出栏

快、肉质好的雅江雪牛，逐步推开商用肉牛

养殖，牧野新歌又可期。

家住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岗嘎村的次仁措姆，2021 年 7 月毕

业于江苏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在校期间因表现优

异，先后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团员、三好学生等荣誉，并光

荣入党。毕业后，次仁措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于 2021年 9月应征

入伍。

次仁措姆居住的米林县羌纳乡是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汉族

等多民族聚居乡，一直以来，全乡群众共同守护着边境安全，承担

着守边固边稳边的任务。自羌纳乡设立乡武装部以来，征兵工作

一直名列前茅，但是一直没有女兵入伍。今年，次仁措姆成为羌

纳乡第一位女兵，填补了这一空缺。

次仁措姆的“军人梦”源于她从小的生活环境。“小时候，我经

常偷偷去看军人训练，看着战士们整齐的队列，听着嘹亮的歌声

和军号声，当兵的想法就在我的心底萌了芽。我哥哥旺久入伍

后，我进一步懂得了什么是感恩、什么是无私奉献，也更加坚定了

参军入伍的决心。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去保家卫国、

是要吃苦的，因此我在报名的时候主动选择了到艰苦边远地区服

役。”次仁措姆说。

次仁措姆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牧民，家里以农牧业、外

出打工和政策性补贴为主要收入来源。受驻地部队和哥哥影响，

次仁措姆报名参加了 2021 年下半年的女兵征集，并顺利通过了体

检和政审。

2021 年 9 月，次仁措姆穿上军装，戴上军帽，踏入军营。她始

终牢记家人的嘱托，在役前教育训练中，认真刻苦，每个队列动作

都完成得一丝不苟，在三公里跑步训练时，凭借良好的体能和不

输男兵的拼搏精神，一直居于队伍前列。次仁措姆说：“把青春交

给部队，交给国家，我永远不后悔！有一种追求，叫精忠报国；有

一种情怀，叫守边固边。我将走好军旅路，不负青春。”这是她的

心底豪情之言，也是人生奋斗之志。

本 报 巴 宜 电（记 者 张

猛 胡 文）近 日 ，林 芝 市 第 二

批 22 名 赴 广 东 跟 岗 学 习“ 双

百计划·工布英才”学员圆满

完成半年的跟岗锻炼任务满

载而归。

“ 工 布 英 才 ”学 员 在 广 东

跟 岗 学 习 的 半 年 时 间 里 ，努

力克服语言、气候、饮食习惯

等 方 面 的 不 适 ，把 跟 岗 当 任

职 、把 临 时 当 长 期 ，主 动 融

入 ，全 身 心 投 入 ，全 方 位 学

习 ，将 广 东 先 进 的 思 想 理 念

和工作方式方法融入自身岗

位 中 ，不 断 提 升 解 决 复 杂 问

题 的 能 力 和 业 务 水 平 ，在 跟

岗过程中与当地干部群众结

下 了 深 厚 的 友 谊 ，搭 建 了 粤

林 友 谊 的 桥 梁 ，促 进 了 民 族

交往交流交融。

据 悉 ，为 进 一 步 统 筹 实

施 好“ 双 百 计 划 ”，增 强 本 地

人 才 培 养 的 针 对 性 和 精 准

性，从 2020 年起林芝市在“双

百 计 划 ”中 增 设“ 工 布 英 才 ”

专 项 ，选 派 部 分 优 秀 干 部 人

才赴广东省对应行业系统跟

岗 学 习 半 年 ，由 林 芝 市 委 组

织部协调广东省统一安排具

体 岗 位 ，返 回 后 作 为 相 关 行

业 领 域 的 重 点 人 才 储 备 ，取

得 了 良 好 成 效 。

近日，中铁建工集团在林芝

市 鲁 朗 小 镇 举 行 了 以“ 情 定 高

原·相约百年”为主题的集体婚

礼。当天上午 10 时 40 分，百余位

来宾来到活动现场，在大家的鲜

花和掌声中，11 对新人在美丽的

鲁朗小镇牵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图为集体婚礼上，11 对新人

骑马观赏鲁朗美景。

本报记者 张猛 胡文 摄

近日，记者跟随到林芝参加林芝苹果精准采销对接会的采购

商们，来到了位于米林县的西藏林芝现代苹果标准化园区。只见

一排排苹果树枝繁叶茂，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又是一个丰收

的季节。据悉，林芝苹果标准化园区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和西藏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研究团队为依托，以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川

西高原综合试验站为技术支撑，按照新型主体推进、宽行矮砧密

植、标准品牌创新、田间大学培训、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创建了“宽

行起垄+密植高纺+种草沃土+肥水布+小型农机农艺组合”为一

体的现代简约化高效模式，创造了“一年试花、二年试产、三年丰

产”的高原苹果新纪录，实现了比传统种植模式省肥 50%、省劳动

力 65%、节省土地 55%，亩产是传统果园 3 至 4 倍，引领了西藏现代

果业发展的新未来。

图为采购商们在林芝现代苹果标准化园区内合影。

本报记者 张猛 胡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