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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全区“向上向善好青

年”、全国“最美公务员”名单上，

那曲市双湖县巴岭乡干部康子东

都名列其中。今年 30出头的康子

东带领群众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

业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唱。他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摸索出的高寒地

区蔬菜种植技术，结束了双湖县蔬菜全部依赖外运的历史。

“问题不大。”是康子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19年，康子东

被派往双湖县扶贫产业蔬菜种植基地工作。上班稍作调整后，他便开

足马力，带领 60多位村民将温室内的土壤全部向下深掘 20厘米，又从

周边放牧点拉回发酵过的羊粪、牛粪回填。虽然温室内气温高达 35

摄氏度，发酵牛羊粪酸臭难闻，但康子东眉头都没皱一下，经过 20 多

天苦干，硬是将整个基地 11栋温室 5.5亩土壤全部替换了一遍。

基地建成时只配备了一口深水井，连续抽水时间长了，水泵就会

发热断电，水源就跟不上。他及时与脱贫攻坚指挥部商议，从双湖县

城郊修筑水渠，引河水到基地，并新建了蓄水池。看着河水汩汩流进

温室，康子东终于松了一口气，说：“问题不大了。”

起初，基地蔬菜品种单一，只种了小白菜、上海青、油麦菜、茼蒿等

易生长的叶菜。“在海拔 5000米的高寒地区，种什么、怎么种？”一直是

康子东思考的问题。为此，他只身前往自治区农科院和拉萨、日喀则

的大型种植基地请教取经。回来后，他便结合双湖实际，开始了高寒

地区更新蔬菜品种的艰辛探索。

成功路上总是需要不断闯关。比如，温度控制，从育苗到移栽，需

要 8至 15天，必须保证温度不低于 10摄氏度；营养控制，必须掐去不多

不少的枝干，确保结多果、结大果；授粉问题，基地内没有昆虫，需进行

人工授粉，各种蔬菜受粉勾兑比例必须个性化……在经历数不清的尝

试后，他最终成功培育出了第一批结果的西红柿、茄子、黄瓜等蔬菜，

虽然总共只有 20株，但这是开先河的创举。

蔬菜种植初见成效时，康子东和群众都很高兴。可没多久，现实

就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由于基地离县城远，销路不好，不少蔬菜烂在地

里，格外让人心疼。

最终，康子东用起了老家的土办法，组织群众把蔬菜用三轮车拉

到双湖县城中央的十字路口，当起了“流动菜贩”。市民由看变买，“本

地菜好吃”的口碑慢慢传开了，几天的销量超过了以前的一个月。为

进一步打开销路，他又跑单位食堂寻求长期合作，首批便签了 7 家单

位。

康子东回忆说：“自己刚到基地时，几乎没有人叫不出他的名字。”

对他来说，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勤奋工作，让大家有钱赚。蔬菜卖

出去了，群众尝到了甜头，村民的一声声“康师傅”让他特别暖心。多玛

乡一位村妇女主任珠珠说：“康师傅这个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手把手教

我们技术，我们下班走了，他还在温室里浇水除草。”雅曲一村村民边措

说：“天气热的时候，康师傅会给我们买饮料解渴，天冷时会给我们买棉

衣保暖，都是他自己出的钱。”

多玛乡一村的欧珠曲措是干活的好手，在基地干了 6 个月后，康

子东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书记商量，将她列入致富带头人重点培养，让

她很受鼓舞。

在康子东的不懈努力与探索下，双湖县扶贫产业蔬菜种植基地开

创了超高海拔蔬菜种植的先河，在为群众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使

他们学到了蔬菜种植技术。目前，蔬菜种植基地拥有 11栋温室大棚，

种植有四季豆、南瓜、西葫芦等 21个蔬菜品种，蔬菜年产量 5吨左右，

近 3 年收益近 20 万元，带动脱贫户 56 人实现增收。3 年来，蔬菜产业

发展受到了自治区、市、县领导的充分肯定。2020年康子东获西藏自

治区“向上向善好青年”扶贫助困好青年称号、2021年获全国“最美公

务员”称号和公务员“一等功”荣誉。

“组织上给了我多项荣誉，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幸福团结之花开遍美丽的羌塘草

原！”康子东如是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富裕

是根本。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按照“一业

主导，多业发展”的思路，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以曲水县南木乡江村为试点，大力发展

蔬菜产业，统筹乡村特色资源，带动群众持

续增收致富。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南木乡江村的曲

水县净植茂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曲水县净植茂藤公司”）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看到大棚内的蔬菜品种丰富、长势喜

人，菜农们正忙着管护棚里的蔬菜瓜果。

据了解，曲水县净植茂藤公司是曲水县农

业农村局招商引资引进的现代农业科技企

业，其基地是曲水县为进一步加强曲水县

蔬菜产业发展而重点建设的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之一。

近 年 来 ，曲 水 县 净 植 茂 藤 公 司 按 照

“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服务带动”的宗旨，

以建立现代示范园区为主线，以蔬菜全产

业链服务带动为动力，挖掘各环节科技创

新动能，实施“1+1+1+N+”发展模式，推

动曲水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江村流转

215 亩土地，投资 2700 万元建设了曲水县

净植茂藤公司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有温

室大棚 100 栋。同时，依托西藏茂盛职业

学校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培训+园区参

观+就地实践”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带动曲

水更多农牧民从事蔬菜生产，通过推广优

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促进农牧民显著

增收。目前，该基地年产值达 1500 万元，

解决了当地 40 余人的就业问题。按国家

“三品一标”要求，率先实施了蔬菜标准化

生产，2022 年 1 月，该基地获批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试验示范基地。

“依托党的好政策，我从 2019年开始在

公司的流转土地上种植蔬菜。随着种植经

验不断丰富，现在蔬菜产量逐年增长，蔬菜

品质也比过去有了提升，每年都有一笔可

观的收入。”村民尼玛高兴地说。

2021 年 1 月，该公司成立了曲水县农

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加入曲水

县蔬菜协会，搭建起企业与农户联结的稳

定渠道。通过“企业＋基地＋农户”发展

模式，尼玛一家彻底告别了过去小规模的

分散经营方式。如今，在集约化、规模化

的产销模式下，尼玛一家种植的蔬菜瓜果

的 产 量 、价 格 都 较 以 往 有 了 增 长 。 据 了

解，目前，像尼玛一样在该公司务工的当

地菜农有近 20 户 40 余人。依托公司，他

们不仅在家门口有活干，户年均收入也超

过了 15 万元。

有规模才有效益，有品牌才有特色。

为加强科技创新，曲水县净植茂藤公司将

20 栋温室用于科研创新和成果示范推广，

与多家科研院所签订协议，开展蔬菜新品

种 选 育 、种 植 技 术 研 究 和 成 果 推 广 等 工

作。同时，注重品牌战略，将物联网技术应

用于蔬菜生产，从水土监测、投入管理、标

准化生产、质量可追溯等方面强化品牌核

心竞争力。为加强全产业链带动作用，该

公司还不断完善包括种子种苗、农资化肥、

生 产 管 理 、产 后 营 销 等 全 产 链 的 服 务 。

2021 年 7 月，曲水县授予该公司“曲水县蔬

菜产业发展突出贡献单位”；2021 年 12 月，

拉萨市认定该公司为“2021-2023 年度拉萨

市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称号。

据了解，曲水县净植茂藤公司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每年要吸纳 1000余人次到园区

参观学习，成为推广现代标准化种植技术

的重要基地，搭建起了全产业链发展示范

服务平台，带动曲水蔬菜产业结构从以生

产为主向全产业链联动发展转变，经营方

式从小规模分散经营向合作组织化转变，

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科技

进步转变，实现了曲水蔬菜产业的生产标

准化、农民职业化、蔬菜品牌化、乡村宜居

化，打造蔬菜产业生态发展新模板，让曲水

蔬菜产业优势更加突出，为当地农民增收

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公司园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生

态观光农业潜力巨大。为延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争取用 3 至 5 年时间，建设好农

业观光园、果蔬采摘园、认领栽培园、科普

认知园，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初步实

现‘一产立基、三产融合、一业主导、多业融

合’发展模式，培育产业效益新增长点，为

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 原 的 七 月 ，蔬 菜 瓜 果 齐 飘 香 ，令

人垂涎欲滴。在拉萨市当雄县龙仁乡龙

仁 村 温 室 大 棚 内 ，各 联 户 正 兴 高 采 烈 地

采 摘 已 成 熟 的 蔬 菜 和 瓜 果 ，一 派 热 闹 景

象 ，让 人 耳 目 一 新 。“ 以 前 由 于 缺 乏 种 植

技 术 ，温 室 一 直 闲 置 着 。 自 从 去 年 乡 里

的 干 部 率 先 示 范 种 植 后 ，我 们 便 有 了 信

心，除了种菜创收，温室内的草还可以喂

牛，真是一举两得，现在大家的日子是越

过越幸福了。”龙仁村四组的联户长格罗

高兴地说。

据了解，龙仁乡现有高寒两用温棚 30

栋，每栋温室面积 307 平方米，分包给该村

33 个联户，由各联户长统一管理。自去年

11 月开种以来，已采摘 4 轮，每次能采摘

4000公斤左右。

为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创新农

业发展模式，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2021

年，当雄县龙仁乡以龙仁村为试点开展温

室大棚种植，探索推行“党建+集体经济+

联户长”模式，为全乡农牧结合发展夯基固

本、作出示范。龙仁乡各村积极响应产业

结构调整规划，积极参与到蔬菜种植行业

中，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菜难”问题，也让

自己的腰包鼓了起来。

“ 给 钱 给 物 不 如 给 个 好 支 部 。”通 过

龙 仁 村 的 成 功 试 点 后 ，龙 仁 乡 党 委 决 定

进一步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 ，把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作 为 培 育 壮

大 特 色 产 业 、带 动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主 要

措 施 ，在 郭 庆 村 推 行“ 支 部 领 办 产 业 、书

记领办项目、党员领办任务”的产业发展

新模式，持续提高服务群众、促进发展本

领 ，引 导 村“ 两 委 ”班 子 灵 活 运 用“ 资 源 、

资产、资金”三要素，充分挖掘资源，因地

制 宜 ，谋 出 路 、拿 实 策 ，想 方 设 法 盘 活 资

源和资产。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为未来

计 、为 百 姓 谋 。 下 一 步 ，围 绕 这 一 主 题 ，

乡党委、政府将继续立足现有基础，坚持

调优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作物种植，在产

业提升上狠下功夫，以更有力的举措、汇

聚 更 强 大 的 力 量 ，切 实 走 出 一 条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为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坚 实 支

撑 。 同 时 ，围 绕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文明，当好‘排头兵’，建设出更高质量

的 绿 色 龙 仁 、优 美 龙 仁 、整 洁 龙 仁 、和 谐

龙仁、幸福龙仁。”龙仁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益西多吉说。

盛夏时节，在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

道白定村成片的蔬菜大棚内，油麦菜、大

白菜、生菜、莴苣等蔬菜鲜翠欲滴，菜农们

正忙着摘菜、择叶、打包，一派忙碌。

这是拉萨市城关区大力发展蔬菜产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城关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将发展蔬菜产业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

成效明显。

据 了 解 ，受 益 于 城 关 区“ 菜 篮 子 工

程”，城关区白定村有温室大棚近 1000 栋，

是拉萨市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大村。其

中包括城关区净土公司日光温室 494 栋、

白定村合作社日光温室 471栋。

早在十几年前，白定村家家户户便开

始了蔬菜种植。“我们家是经过专门培训

后开始种植蔬菜的，出产的菜有国家无公

害蔬菜资格认证。自从有了‘菜篮子工程

’，蔬菜的销路也越来越好。以前，我们只

能把菜卖给菜贩子，价格多少由他们定，

后来，由城关区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收购我们的菜，我们就再没有后顾之忧

了。公司的收购价格比菜贩子的收购价

格略高一些，经济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村

居巴桑介绍说。

蔬菜生产基地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建

设标准化规模基地，推广统一规划、统一

机耕、统一技术、统一种苗、统一销售、分

户管理的“五统一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管理模式，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

式标准化经营。同时，积极为合作社成员

及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农业生产信息及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深受农牧民群众欢

迎，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起到了良

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目前，白定村净土蔬菜生产基地种植有青椒、白萝卜、西红柿、

黄瓜、白菜、青椒等蔬菜品种，日产量 4 吨左右、年产量 1470 吨左右，

每年带动 34 户本地农牧民和 137 户外地农户实现增产。同时，加强

技术培训，引导国内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西藏设立净土蔬菜

专业科研工作站和大学生实训基地，加强对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

蔬菜专业协会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推广，进一步强化西藏净土蔬菜产

业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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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湖县巴岭乡干部康子东：

高寒地区的种菜“探路人”
本报记者 曲珍

拉萨市曲水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有效引领乡村振兴—

做大“菜篮子”“种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裴聪 格桑伦珠

图为位于南木乡境内的曲水县净植茂藤公司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一角。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近年来，拉萨市达孜区麦之穗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志智双扶”号召，组织开展系列技术培训，将先进的蔬菜

和饲草种植技术及前沿的种植理念传授给当地群众，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当地群众在合作社温室大棚内平整土地。

◀图为合作社员工通过网上直播销售蔬菜。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大棚里面追幸福

支 部 引 领 产 业 兴 村
——拉萨市当雄县龙仁乡大力发展种植业小记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图为龙仁乡龙仁村蔬菜种植户在打理刚采摘的蔬菜。 本报记者 格桑伦珠 裴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