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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22 年藏历水虎新年的日益临近，我区各地年货市

场持续升温，年货市场琳琅满目、购销两旺，从各类干果零食，

到卡赛、干肉，再到各类节日装饰用品、服装，传统年货品类涵

盖甚广，“主角光环”无所不在。

位于拉萨老城区的八廓商城，切玛盒、酥油花、藏式传统

糕点、青稞花等传统年货一应俱全。就在藏历新年临近前一

个月，这里就为来自各地的年货商家发放摊位 269 个。

近年来，我区各地深入实施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促进消

费的决策部署，全面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从购车政府补贴、

成品油消费券、家电下乡惠民消费券，再到日常的商超满减优

惠券，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活力，推动了消费升级，让群众办年

货底气更足、获得感更多。

我区各市地结合本地实际和春节、藏历新年年货市场，将

促消活动覆盖到珠宝、餐饮、服饰等商户，实现餐饮类、百货类

等全覆盖优惠。据统计，拉萨市截至 2022 年 2 月 7 日，线下消

费补贴活动前两轮消费券活动共计使用财政资金 440.5 万元，

直接拉动消费 2244.65 万元，财政资金杠杆率达到 5.1 倍。其

中，第一轮活动使用财政资金 156.5 万元，拉动消费 819.95 万

元；第二轮活动使用财政资金 284 万元，拉动消费 1424.7 万元。

“目前，拉萨市各市场销售情况良好，秩序井然，节日氛围

浓厚。米面粮油、果蔬、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品种繁

多，可以满足各族人民的生活所需。”拉萨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藏历新年的来临，在前两轮消费券活动取得较好

成效的基础上，拉萨市商务局将继续发行后续三轮消费券持

续到 3 月下旬。

随着西藏城镇化发展脚步不断加快，“买买买”已成为藏

历新年最普通的“打开方式”。 汹涌的网购浪潮虽然对实体店

造成了很强的冲击，但藏历新年前，本地群众坚实的购买力，

让不少商家在这段销售“黄金期”，实现“盈亏点”的平衡和突

破。

在拉萨经营服装生意的刘经理，从最初的一间门面，发展

到如今占地一千平方米的本地知名商场，藏历新年总能让他

收获营收翻一番的好成绩。刘经理经营的商场主营休闲、商

务、运动等适宜“老中少”的各类品牌服饰，藏历新年前，还专

门推出了一系列新品，店内购买年货的顾客络绎不绝。刘经

理坦言，由于行业大环境的改变，尽管近几年销售额连续下

滑，但是藏历新年前的销售额一直都是保持逆势增长态势，商

场也从商品备货、营销时机、销售方式等方面，全力抗衡“网

购”“主播带货”等带来的冲击，今年，也如愿实现了藏历新年

“黄金周”的预期营收。

相比现代服饰，民族服饰在藏历新年备受青睐。藏历新

年前，拉萨城内的藏装店的“热销款”更是订单爆满。记者在

位于北京中路的一家藏装品牌店了解到，主打藏历新年的藏

装以男女冬季款为主，款式、布料、风格等均可以满足各年龄、

各地域顾客的不同需求。藏装不仅以节日盛装的天然优势受

到消费者青睐，更为主要的是，如今藏装的设计日趋靠向现代

审美，传统与现代的珠联璧合，让藏装服饰再度光芒耀眼，受

到年轻人的追捧。

年货市场的火爆，折射出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

仅各类年货商场不断满足群众新年备货，走街串巷的年货摊

贩，更是把西藏各地的特色产品带到了家门口。今年藏历新

年临近的一个月，在拉萨人口密集的各条街巷和居民社区，从

农村、牧区进城售卖年货的摊贩比往年只增不减。林芝藏香

猪、羌塘牦牛肉、隆子黑糌粑、后藏木碗器具，这些天南地北的

特产在拉萨城区随处可见、生意火爆。

位于老城区的“吉日一巷”被藏式院落紧紧包围，售卖各

种地方特色年货的摊贩，在狭窄的街道两侧停靠。记者来到

这里，看到一辆停靠在角落里的小推车总能吸引过路行人。

摊主扎西，是一名来自当雄县的牧民。在他的摊位上有

牦牛酥油、“推”（糌粑、奶渣、酥油制成的方砖形糕点）、风干

牦牛肉等牧区特产，虽然品类不多，但产品都是原产地自销，

良 好 的 品 相 让 人 充 满 购 买 欲 。 扎 西 的 摊 位 上 ，“ 推 ”销 量 最

好。按照不同大小，价格从 20 元到 60 元不等，摊位上的产品

累计可以卖出 3000 多元。“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来自农牧

区的产品品质纯正优良，自然受到大家的喜爱！”扎西自信地

说。

扎西本是一个地道的牧民，以放牧为生。得知牧区的奶

制品、肉制品拿到城里卖，收益更高，于是决定来拉萨摆摊，结

合年货市场需求备货，去年摆了十几天的摊，总共赚取了 3000

多元。

在商店林立的“吉日一巷”，要想分得年货市场一杯羹，对

身为牧民的扎西来讲绝非易事。扎西举例，制作风干牦牛肉

不仅要切割均匀饱满、大小适中，风干过程中还要保证卫生条

件、把控环境温度等，前期准备工序繁琐，不可小觑。

“如今交通便利，牧区群众和外界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增

收门路越来越多。一方面有党的好政策，一方面有牧区产品

的优势，再加上自身勤劳的双手，牧民生活未来可期！”扎西感

叹道。

和扎西一样来自农牧区的摊贩不在少数，他们都忙于奔

向火红的日子，冬日的寒冷早已不见踪影。

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一声声“扎西德勒！”亲朋相聚、互致

祝福，这是藏历新年最美的画面，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精

心准备，只为一个全新的开始。

今年 55 岁的次旺，家住拉萨市城关区仁青蔡村，走在村

里，流动商贩的吆喝声、错落有致倚靠在墙边的五彩经幡、小

商铺门前摆放整齐的“卡赛”、拎着各种年货的行人……处处

一片喜庆忙碌的景象。

走进次旺家，一股醇厚的藏香味扑鼻而来，阳光透过窗

户，照在窗台上娇艳欲滴的花瓣上，整个房间明亮而温馨。次

旺的妻子和女儿穿梭在家里的各个房间，忙着做新年前的全

屋打扫，藏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次旺说：“以前人们的生活不富裕，新年就是穿新衣、吃大

餐的难得机会。如今，人们生活富足，日常吃穿玩乐已经非常

随意，对藏历新年的节日期盼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但是，

吃‘古突’、敬‘切玛’、挂风马旗等传统仪式承载着祈盼吉祥、

向善向上的美好祈盼，这些充满特色又积极向上的传统，值得

我们传承。”

聊到对新的一年的期盼，次旺不禁感慨如今幸福美满的

生活：“对现在的生活，我觉得很满足！”说话间，次旺回忆起自

己初时来到拉萨奋斗的日子。1985 年，18 岁的次旺只身来到

拉萨打工，也是在那段时间，他与妻子相遇，在拉萨安家。为

了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也为了让他们的小家更好，夫妻俩

养过猪，做过石匠，脏活累活从没有怕过。后来，在党的政策

扶持下，次旺牵头成立了建筑施工合作社，自己的生活连同村

里其他村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今，次旺一双儿女早已成年，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儿子

大学毕业后接手父亲的事业，一边参与合作社的工作，一边自

己创业，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藏历新

年，是我们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新的开始。我们要铭记党

恩、在努力奋进中实现新的追求，跟随祖国繁荣昌盛的步伐，

勇敢向前！”次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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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五彩罗萨梅朵。

图② ：各类卡赛和德卡。

图③ ：精美的酥油花。

图④ ：藏式女靴销路旺。

图⑤ ：干果零食随意挑。

图⑥ ：各类卡赛、德卡一应俱全。

图⑦ ：挑选藏式木碗的顾客。

图⑧ ：精心挑选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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