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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西藏，从林芝开始。林芝因林而名，因水而

灵，因山而秀，因谷而奇，因湖而丽，山水风光交相呼

应，民俗风情绚烂多彩，步步成景，时时可游，随着乡村

旅游业越来越兴旺，林芝已成为安居乐业、发展创业、

休闲旅游的一方热土，乡村旅游市场潜力巨大。

2021 年林芝市累计接待游客首次突破 1000 万人

次，位居西藏自治区前列。林芝市各类旅游主体带动

农牧民转移就业人数累计达 10286 人，实现转移就业收

入 3206 万元，人均旅游转移就业收入 3100 元，乡村旅

游业成为林芝增长最快、成效最好、活力最足、带动最

强、开放最广的特色优势产业。

林芝市抢抓大众旅游时代到来的有利契机，加快

推进旅游智慧化转型，全面加强智慧旅游信息、智慧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旅游产品供给，全力推进智慧

景区提档升级。

拓宽了“看得见”的增收渠道

2016 年以来，林芝市以“一部手机游林芝”为目标，

创新做好“新基建”“新技术”“新业态”三篇大文章，建

成智慧旅游·乡村旅游信息化平台“新基建”，编辑出版

《林芝市导游词精编》，利用 5G 网络“新技术”建成全区

首个智慧语音讲解系统，发展出智慧民宿、智慧酒店等

一批“新业态”，有序推进旅游基础设施“智慧化”示范

工程应用发展。

同时，坚持“发展依靠群众，发展服务群众”原则，

以旅游惠民、旅游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信息化

整合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产品，拓展乡村旅游

市场，遵循边建设、边探索、边培训、边改进的方式，建

成全区首个智慧旅游·乡村旅游信息化平台。

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

代信息技术，建立乡村旅游有效统一的管理、服务、营

销等信息系统，实现乡村旅游要素数字化、信息服务精

准化、运营管理智慧化、产品供给个性化，促进传统乡

村旅游业发展模式向现代服务业模式转变，初步形成

功能完善、应用广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乡村旅游信息

化服务体系。投入资金建设以鲁朗为试点的精品民宿

提档升级，通过采集旅游全要素数据、商户数据、对接

林下资源粗加工、农副产品销售等，为农牧民家庭旅馆

吸引客源。

农牧民家庭旅馆经营户通过手机 APP 即可实现在

线浏览订单、管理客房、销售农副产品，有效加大客源

引流，指引游客精准找到食宿及购买土特产品等相关

信息，帮助农牧民群众拓宽销售渠道，搭建起农牧民群

众与游客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乡村旅游产品在

线上高效流通，推动乡村旅游产品实现有效供给，蓄积

乡村旅游产业升级发展动能，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

走上致富路。

丰富了“读得懂”的旅游内涵

长期以来，林芝旅游文化推广传播缺少“工具书”，

导游词文化内涵不深，商业化明显，导致景点解说不规

范、不专业。

为解决这些问题，林芝市旅游发展局 2017 年开始

以《林芝区域文化丛书》为依据启动《林芝市导游词精

编》编撰工作。

2019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林芝市导游词精

编（汉文版）》，全书共 237 页，16.3 万字，编撰了林芝全

市 213 个景区（点），主要分为林芝概况、旅游资源、特产

及手工艺品、故事传说、民俗文化、藏传佛教小知识 6大

部分。

为满足区内游客的阅读需求，传承与保护西藏传

统文化，2021 年由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古籍出版社出版

《林芝市导游词精编（藏文版）》。《林芝市导游词精编》

语言符合导游词特点，介绍内容准确生动，权威性和专

业性强，真正起到了引领参观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

士的一致好评和广大游客的喜爱。

优化了“听得见”的便捷服务

为满足现代旅游需求，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解决

无导游、讲解员文化水平和讲解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坚持边探索边创新，秉着游客至上的原则，摸着石头过

河推进“一部手机游林芝”旅游智慧化建设。先后两期

建成全区首个智慧导游（语音讲解）系统，在全市设有

516个点位，覆盖林芝市 88个景区（点）。游客可以通过

现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关注林芝旅发局官方微信，免

费享受在景区内的旅游线路指引和自主语音讲解服

务。游客通过手机不仅能实现景区游览线路导航，还

能变身“导游”，方便游客识别当前景点位置。

同时，在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进行藏汉两种语言即

时切换，享受声情并茂的沉浸式体验，使游客在边看边

听中汲取知识，了解内涵，享受文化。智慧导游（语音

讲解）系统，不仅使游客获得更简单、更便捷的旅游服

务，而且丰富了旅游场景，让游客林芝之行既有文化味

又有科技感，受到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扬，全面提升了

旅游产业的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接下来，林芝将

继续更新升级语音讲解系统语种和各种功能，加快推

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深化

“互联网+旅游”，支持旅游景区等开发建设智能化旅游

服务系统，全面提升旅游科技创新能力。

有智慧，未来更精彩。当前，智慧旅游已成为驱动

林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引擎和强劲新动能。下

一步，林芝市将持续推进智慧旅游系统项目建设，使传

统旅游资源和现代信息资源得到系统化整合和深度开

发激活，以科技赋能旅游产业发展、创新，全力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为林芝建设西藏开放先行区和推进

“四个创建”“四个走在前列”贡献旅游力量，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6 月，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的青稞

已经长到齐膝高，在阳光的照耀下，闪

烁着绿莹莹的光泽。

“看这长势，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青稞酒的产量肯定有保障，群众的收入

也有保障。”强吉村党总支书记嘎多如

是说。

强吉村地处琼结河谷，群山环伺、

田野绵延，环境优美。近年来，该村依

托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着力打造“强钦青稞酒”“强钦庄园”“强

钦林卡”三位一体的乡村旅游文化体验

区，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当地

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

幸福感、获得感成色十足。

在强吉村，每到青稞成熟的季节，

家家户户都有自酿青稞酒的习惯，长此

以往，强吉村就有了“青稞酒故乡”的美

称。当地所产“强钦青稞酒”是其发展

乡村旅游的一张“金字招牌”。

在村里酿酒技艺最高的洛桑多吉

家中，大大小小的酒缸、酒罐并排放着，

桌案上还摆放着袋装的青稞酒产品，屋

内酒香四溢，沁人心脾。

洛桑多吉说，最近几年，强吉村的

游客逐渐增多，许多人都是慕“强钦青

稞酒”之名而来，都会在村里尝酒，走的

时候还大包小包地带走一些，因此销路

非 常 好 ，仅 他 自 己 家 去 年 光 销 售 青 稞

酒，收入就达四五万元。

为了把青稞酒的经济效益发挥到

最大，强吉村在山南市旅游部门和县、

乡两级的支持下，深入挖掘青稞酒文化

内涵，以酒为媒、以节会友，搭建“强钦

青稞酒文化节”这一乡村旅游平台，吸

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强吉村品酒、

过林卡、住民宿、度假期。

不仅如此，强吉村还实施了总投资

747.6 万元的青稞酒庄项目，统一全村青

稞酒酿造标准，通过就业、分红等方式

带动 26人增收致富。

强吉村不仅有“强钦青稞酒”这一

乡 村 旅 游 特 色 产 品 ，而 且 村 容 整 洁 靓

丽、交通便利，藏式民居鳞次栉比，四周

溪水潺潺、绿茵遍布，还有“强钦庄园”

“强钦林卡”等文化和自然景观，乡村旅

游资源相对富集。

对此，强吉村因地制宜，把发展乡

村旅游、休闲度假游确立为当地支柱产

业，于 2020 年成立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

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对全村旅游

景点、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等进行资源

整合和包装推广，制定集中统一的管理

体制，建立健全的客源分配和入股分红

制度，鼓励、带动群众打造旅游民宿、农

家乐，盘活村集体闲置农房作为旅游接

待场所，组织民俗歌舞藏戏演艺活动，

逐年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提升全村环境

形象，积极对接旅游部门和旅行社吸纳

游客，从而在旅游富民的道路上越走越

坚实。

群众索朗曲珍在村委会的动员下，

通过经营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她家是两层藏式小楼，二楼自住，

一楼大多数时候都是闲置、放杂物，2020

年，她在村干部的鼓励下，专门花了 2 万

多元重新装修了一楼的 4 个房间用来开

民宿。她说：“我家民宿现在有 8 个床

位，床单、被罩、枕套等物品都是县旅游

发展局统一配发的。从 2020 年 5月建成

开业到现在，一共接待 400 多位游客，总

收入 2万多元。”

索朗曲珍只是强吉村众多受益者

中的一个。村党总支书记嘎多说：“全

村 现 在 一 共 有 37 家 民 宿 、农 家 乐 ，自

2020 年 5 月 4 日 首 批 游 客 实 现 入 住 以

来，旅游接待总收入已达 33 万元，家家

户户都尝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甜头。”

不仅如此，为了真正将全村旅游业

提档升级，以优质服务赢得游客的好口

碑 ，强 吉 村 在 合 作 社 统 一 管 理 的 框 架

下，吸纳各家各户群众，专门设立解说

组、迎宾组、餐饮组、特色产品组、游客

登记组、篝火晚会组等，并由专人负责，

提供全程服务，让每一个来到强吉村的

游客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

现如今，强吉村“中国最美休闲乡

村”的美誉已逐步在区内外传播开来，

成为藏南旅游小环线“打卡”之地，许多

游客到此一游后，都会发出“醉美强钦，

不虚此行”的赞叹。

林芝市旅游发展局创新探索“智慧导游”—

推进乡村旅游“智慧”升级
本报记者 张猛 王珊

“村”光无限美 引得游人“醉”
——琼结县拉玉乡强吉村的旅游富民之路

本报记者 刘枫

为 进 一 步 发 挥 生 态 资 源

优势，打造城市近郊乡村游、

休闲游“升级版”，近日，由山

南市乃东区旅游发展局、结巴

乡人民政府和结巴乡文化旅

游综合服务中心主办，以蜜蜂

文化为主题的生态体验园首

届赏花节暨结巴乡林卡旅游

文化节在乃东区结巴乡开幕。

图 为 旅 游 文 化 节 开 幕 式

现场。

图片由山南市旅游发展

局提供

生态游

持续升温

“假期和孩子一起参加这场户外活动，不

仅能感受拉萨郊外大自然的美，还能在旅行中

收获知识，非常有意义！”拉萨市民王先生说。

近日，自治区专项旅游协会积极响应号

召，在拉萨市曲水县俊巴渔村举行了以“西藏

人游西藏”为主题的研学旅行民俗体验活动。

此次活动以“回归自然，亲近乡野”为主

题，旨在开拓近郊游、乡村游市场，激发区内假

日旅游消费市场活力，助推我区旅游经济内循

环。

俊巴渔村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渔村，此次

拉萨近郊研学旅行民俗体验活动，通过乘坐牛

皮筏游览两岸风光、欣赏国家非遗郭孜舞、手

工教学制作皮具、皮划艇水上趣味活动、徒步

露营、篝火晚会等乡村旅游“沉浸式”“场景化”

体验，挖掘、深耕“在地”元素，营造新型城镇化

下本地出游新体验。

此次俊巴渔村研学旅行民俗体验活动，不

仅丰富了游客的选择与体验，实现“学”与“游”

的融合，更在引导广大群众享受健康生活的同

时，进一步促进了西藏专项旅游的发展。

去年以来，我区各地市围绕城市近郊轻度

假目的地，提升林卡一日游、近郊一日游微旅

游、轻度假在地游内涵与体验度，先后发布 7 条

红色旅游线路产品和“美丽中国·藏边乡约”为

主题的新 G219 西藏段 7 条环线产品，联合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推出了 21 个服务党史学习教育

的红色旅游景区（点），发布 7 条红色旅游精品

线 路 等 。 2021 年 ，全 区 乡 村 旅 游 累 计 接 待

1274.1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87 亿元，直接

或间接带动就业 64521人次。

据自治区旅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区旅发厅将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西藏旅

游工作的重中之重，依托我区丰富的自然、人

文旅游资源，坚持高标准规划绿色引领，因地

制宜，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促进西藏专项

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本报拉萨讯（记者 李梅英）为推

动西藏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加快把

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

地，日前，区旅游发展厅在拉萨介观

艺 术 中 心 举 办 西 藏 研 学 旅 游 研 讨

会 。 区 旅 游 发 展 厅 、区 专 项 旅 游 协

会、中科院青藏所、社科院民族所、自

治区党校、西藏大学等单位负责人、

专家与机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指出，研学旅游作为高品质

的专项旅游活动，对推动西藏文旅融

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会代

表要抢抓发展机遇，密切配合、通力合

作，深刻把握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本质

内涵，依托西藏丰富的自然风光与深

厚的文化艺术底蕴，聚焦群众需求，精

心打造出更多体现西藏文化内涵、人

文精神的特色研学旅行精品，实现“研

学+旅游”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动西

藏专项旅游产业提档升级，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

自治区专项旅游协会代表对西

藏研学旅游线路产品进行了详细的

介绍，与各领域专家、机构代表围绕

西 藏 研 学 旅 游 发 展 现 状 、趋 势 和 方

向，立足自身实际各抒己见，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后，一级巡视

员汪晓冬向专家及机构代表颁发了

顾问聘书。

据悉，今年来，在区旅游发展厅

的指导下，自治区专项旅游协会联合

成员单位西藏龙达、西藏视野等旅行

社举办了皮划艇研学旅行、俊巴渔村

民俗体验研学旅行等区内专项旅游

活动，在进一步推动西藏专项旅游发

展的同时，推动“本地游”逐渐成为助

推“西藏旅游经济内循环”加速发展

的重要力量。

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 通讯员

郎卡卓玛）“真是太好了，原来购买国

债如此方便，不仅依托国家信用没有

风险，而且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太适

合我们老百姓了。”在昌都市边坝县

边坝镇刚听完国债知识讲解的扎西

大叔高兴地说。

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践行国库

为民服务理念，近日，人行昌都市中

支依托农行边坝镇营业所积极开展

“送国债下乡”活动，助力拓宽基层农

牧民群众的投资理财渠道，让更多农

牧民群众有机会享受普惠金融发展

红利。

据 介 绍 ，本 次“ 送 国 债 下 乡 ”活

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国债知识

宣传，主要通过现场发放国债宣传折

页、张贴宣传横幅及海报、用藏汉双

语向农牧民群众讲解等方式，详细为

农牧民群众介绍国债特点、期限、优

势等知识，尤其重点介绍了国债利率

及到期兑付利息相关内容，让农牧民

群众更直观地了解国债收益，打通国

债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提高边

远地区农牧民群众的理财意识。

据悉，此次国债下乡活动共计发

放宣传折页 100 余份，现场咨询的群

众达 60 余人，进一步提升了农牧民群

众购买国债的意识，真正让国债知识

走进乡村。

近年来，我区以推动青稞深加工为抓手，大力挖掘青稞酒业发展潜力，推动

相关企业引进高科技生产线，采用先进酿造工艺，精酿本地青稞酒产品，以产业

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图为西藏仁布达热瓦青稞酒业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车间忙碌。

本报记者 潘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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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旅游发展厅举办研学旅游研讨会

共谋研学旅游发展新格局

人行昌都市中支

推进国债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