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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收“黄金果”甜醉果农心
—林芝市墨脱县着力发展白肉枇杷新品种种植产业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胡文

“温暖湿润”似乎和青藏高原是联

系不起来的，遑论在雪域高原上种枇杷

了。然而，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就有这样

一处神奇的地方，种着被许多诗人美喻

为“金弹”“蜜丸”的枇杷。

有着“雪域秘境”之称的墨脱县，平

均海拔只有 1200 米，独特的地理条件造

就了青藏高原上最神奇的小气候。当

地 普 遍 为 亚 热 带 或 热 带 气 候 ，四 季 温

暖、雨量充沛，即使是寒冷的一月份，气

温也在 10℃以上。

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

墨脱县除了柠檬、香蕉、柑橘、茶叶外，

还有菠萝、火龙果等热带和亚热带经济

作物的引种，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热带

水果之乡。

墨脱县经济林果种类虽然多，但普

遍 种 植 分 散 、面 积 小 ，难 以 形 成 规 模

化。2021 年，墨脱县林业和草原局邀请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多次深入

墨脱实地调研，经过全面分析，提出了

以种植枇杷为主的亚热带经济林果发

展思路。

2022 年 1 月，一棵棵从福建省农业

科学院引进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白

肉枇杷新品种果树在墨脱扎了根。

2023 年 4 月初，墨脱县举办了一场

白肉枇杷新品种“白雪早”和“三月白”

引进示范现场鉴评会。一颗颗金黄透

亮、圆润饱满的枇杷从德兴乡德兴村枇

杷种植基地的果树上被摘下，接受众人

的“检验”。

“不仅个大水多口感好，而且新品

种枇杷的含糖量在 14.5%左右，比墨脱

县以前栽种的普通红肉枇杷更甜。”墨

脱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震现场用

机器测试了新品种枇杷的含糖量后说。

福 建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果 树 研 究 所 副

研究员、墨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姜帆

说：“现在引进的‘白雪早’和‘三月白’

白肉枇杷品种，在墨脱县表现出了较强

的适应性，品质也明显优于墨脱县原先

主要种植的红肉枇杷品种，具有很高的

推广前景和价值。”

墨脱县虽然气候条件有优势，但地

形条件存在一定制约，为尽量大幅提升

当地枇杷种植产生的经济效益，除引进

新品种外，墨脱县还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合作发展了新技术——茶园套种并

辅以全程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与无人

值守控制平台。套种不仅不多占地，还

能 实 现 茶 叶 、枇 杷 两 种 经 济 作 物 双 丰

收，同时，改善了茶园土壤墒情，全程水

肥一体化精准灌溉与无人值守控制平

台更是省工、省肥、省水、省电。

如今，墨脱县已引进优质白肉杂交

枇 杷 新 品 种 7 个 ，完 成 枇 杷 高 接 换 种

1.14 万株、嫁接 4.8 万株，覆盖 6 个乡镇、

24 个村，建设枇杷新能源智能栽培技术

示范基地 22 亩，研发数字果业平台，培

养乡土人才 14 名，为墨脱县推动亚热带

经济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后续，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多种

套种模式，关注示范推广后病虫害的监

测和预防。墨脱县与福建省农业科学

院将继续深化合作，努力培育墨脱枇杷

‘黄金果’品牌，联合打造高原枇杷特色

产业，助力墨脱向 2025 年实现万亩茶园

套种白肉杂交枇杷目标大步迈进，推动

当地乡村振兴、百姓增收致富。”姜帆信

心满满地说。

夏日高原，暖意升腾。在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基地，成片成片的青稞沐

浴着高原的阳光，被高山的雪水滋润着，笑容

灿烂的农牧民正在辛勤劳作。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基

地是西藏农投集团公司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

牧业、切实提高农牧民增收的举措之一。

一直以来，西藏农投集团公司充分利用中

央、自治区给予的产业发展政策，培育壮大农

牧业产业链供应链，重点发展绿色农牧业和高

原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描绘了一幅幅极富

创造力的现代农牧业图景。

近年来，我区依靠产业化发展和科技支

撑，不断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

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西藏农投集团公司下属牧业公司以藏系

绵羊、牦牛、雅江雪牛为主导产业，现运营管理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拉萨市曲水县、拉萨市达

孜区、昌都市类乌齐县养殖基地四个场区。根

据集团公司深化乡村振兴产业布局的工作要

求，通过区内各市地农业农村局联合当地多家

合作社开展“繁育+订单收购”深度合作，进一

步推进产业联合机制，保障集团公司畜牧板块

稳步发展，提升养殖板块产业规模，带动区内

特色畜牧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隆子县热荣且康德吉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洛桑说：“与牧业公司开始合作后，效益越

来越好了，目前，通过合作已经营收 98 万元，

养殖规模也超过 3700 多头。”

藏茶，是藏民族的主要饮品之一，按历史

时期和各地风俗不同，又称为大茶、马茶、乌

茶、粗茶、黑茶、砖茶、条茶、边茶等。为了让

我区群众喝上更好的健康藏茶，西藏农投集团

公司下属农投茶业公司通过西藏健康茶展示

展销中心积极宣传推广健康茶。

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设有“党和国家

关怀”“西藏茶马古道文化”“藏茶文化”等板

块，运用多媒体手段，集中展示西藏健康茶、科学鉴别、熬煮方法、品饮健康

茶（低氟茶）展示展销等内容。目前，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有 150 余种低

氟砖茶上架展示展销，为我区饮茶群众提供质优价廉、货源充足的健康茶。

此外，西藏农投集团公司还投资建设了曲水县藏鸡种质资源保种场，该

项目实行“企业+基地+合作社+养殖户”的经营模式，利用国家定点专项资

金，加强藏鸡养殖基地建设，提升禽蛋有效供给。

投资建设食品深加工产业，主要生产面包、蛋糕等专用小麦粉、通用小

麦粉、青稞复配粉、青稞自发粉等，该项目土建工程现已完成验收，一期设备

小麦加工生产线已带料试机完成，2023 年，预计采购 2000 余吨小麦、青稞原

粮进行正式生产，预计生产成品粉约 1400 吨，麸皮约 580 吨，带动农牧民就

业 50 人以上。

如今，西藏农投集团公司构建“以青稞、牦牛为拳头产业，以藏系绵羊、

绒山羊、藏香猪、藏鸡、茶叶、林果、蔬菜为重点产业”的特色农牧产品体系效

益正逐渐显现。

西藏农投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玲表示，下一步，公司将会在“西

藏青稞”“西藏羊绒”“西藏牦牛”“西藏好茶”等区域公用品牌上持续发力，发

挥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作用，更好地带动全区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切

实担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积极推

动完善全产业链条，加快培育拟上市企业主体，推进股权结构合理化改革，

努力成为具有全国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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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昌都电（记者 万慧）近年来，

昌都市按照“科学化产业布局、体系

化产业链条、规范化产业发展、效益

化产品提升、指标化考核”发展要求，

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不断

做强农牧业特色产业，助推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

今年，昌都市计划推广牦牛种公

牛 1495 头 、实 施 牦 牛 经 济 杂 交 7679

头，目前，均已细化分解任务至各县

区 。 计 划 年 末 养 殖 存 栏 牦 牛 159 万

头 ，截 至 目 前 ，已 存 栏 160.12 万 头 。

建成藏香猪养殖基地 23 个，计划年

末养殖存栏生猪达 16 万头，截至目

前，藏香猪养殖存栏 11.06 万头，其中

能繁母猪 1.84 万头。建成阿旺绵羊

养殖基地 9 个以及 1 个阿旺绵羊胚胎

中心，计划年末养殖存栏阿旺绵羊 36

万只，推广羊种公羊 1063 只，截至目

前，阿旺绵羊存栏 37.43 万只。依托

18 个藏鸡养殖基地，计划年末藏鸡养

殖规模达到 30 万只，截至目前，藏鸡

养殖存栏 18.42 万只，产蛋量 95 吨。

此 外 ，计 划 种 植 人 工 饲 草 面 积

7.82 万亩，其中，饲草复种、房前屋后

及“冬圈夏草”种植面积 6.72 万亩，适

宜区种植饲草面积 1.1 万亩。截至目

前，已落实饲草复种、房前屋后及“冬

圈夏草”项目资金 324 万元。

本报那曲电（记 者 万靖）近 年

来，那曲市聂荣县立足纯牧业县的

实际和资源禀赋，坚持把畜牧业作

为 富 民 强 民 的 战 略 主 导 产 业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首 位 产 业 ”，健 全 产 业

链 ，形 成 了 种 、养 、加 、销 一 体 化 产

业发展格局。

据悉，聂荣县将全县畜牧业基

础资源、草场、资金、人才等要素向

产业示范基地、龙头企业和畜牧业

重大项目倾斜，集中力量办大事，探

索出了一条“小规模、大群体”的规

模化集约化路子。2021 年开始，聂

荣县以嘎确牧业示范基地为中心，

联合带动十个乡镇“一乡一社、一村

一合”及牧户共同发展，对全县范围

内的牛肉、牛奶、酥油等进行统一收

购、批量生产加工。2022 年，共收购

畜 产 品 23.45 万 斤 、兑 现 原 料 款

1192.03 万元，惠及合作社 14 家、牧

户 716 户。在守住传统牧业产业底

线基础上，深入挖掘开发温泉资源

对产业发展进行补充，开辟产业多

元化发展渠道。尼玛乡牧家乐项目

自 2023 年 3 月正式开业以来，已实

现创收 41 万余元，直接带动 16 名当

地 群 众 就 业 ，间 接 带 动 100 户 、417

人实现增收。在深化巩固拓展区外

销售渠道的基础上，2023 年 2 月新

开辟了拉萨、那曲 2 个嘎确畜产品

销售店，目前，销售额达 61 万余元，

实现 8 名当地群众就业。

聂荣县围绕优畜产品成功创立

“聂荣查吾拉牦牛”“聂荣查吾拉牦

牛肉”“聂荣酸奶”“聂荣拉拉”“聂荣

奶渣”“聂荣酥油”等 6 个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产品，“聂荣查吾拉牦牛”

被 农 业 农 村 部 评 选 为 畜 禽 10 大 优

异种质资源之一。对现有 10 家“一

乡一社”和 94 家“一村一合”合作组

织开展关停并转扶工作，推动家庭

牧场、农牧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

型牧业经营主体联动发展，2022 年，

将嘎确农牧民合作社转型升级为聂

荣嘎确生态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合作社+牧户”发展路子

正逐步形成，2022 年，124 家合作组

织 带 动 7632 户 、33765 名 群 众 人 均

增收 1953.72 元。成功办理“聂”牌

养殖防疫许可证和“聂荣查吾拉牦

牛”冷鲜肉生产许可证，2022 年，在

嘎确公司原有冷冻冷藏库基础上，

实施厂房改造升级，建成标准化冻

肉食品加工厂，冻肉产品质量大幅

提升。实施酸奶加工厂提档升级项

目，以奶制品深加工为突破口延伸

产业链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进一

步促进牦牛产业由以资源为依托的

“数量型”向以技术为依托的“效益

型”转化。

为提升优质特有资源利用率，

聂 荣 县 在 查 当 乡 嘎 拉 牧 场 实 施 区

域科技协同创新项目，以查吾拉牦

牛核心群为中心、繁殖场扩繁为枢

纽 、龙 头 企 业 为 窗 口 ，在 全 市 范 围

内开展查吾拉牦牛良种示范推广，

通 过 技 术 集 成 示 范 实 现 查 吾 拉 牦

牛繁殖率稳步提升、牦牛养殖管理

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同时，强化与

自治区农科院、兰州大学及相关单

位沟通协作，进行牦牛高效养殖技

术 研 究 ，“ 春 育 、夏 长 、秋 肥 、冬 掉

膘”的传统牧业生产现象已基本消

除。

本报那曲电（记者 曲珍）近

年 来 ，人 行 那 曲 市 中 支 深 入 践

行“支付为民”服务理念，持续

深化农牧区支付服务供给侧结

构 性 改 革 ，把 便 捷 优 质 的 金 融

服 务 延 伸 到 基 层 ，惠 及 广 大 农

牧 民 群 众 ，扎 实 推 进 金 融 服 务

乡村振兴。

助农取款服务点提质增效，

践行基础金融不出村。人行那

曲市中支指导金融机构构建“服

务+电子机具”方式，补齐助农

取款空白行政村金融服务短板，

实现全市农牧区金融服务全覆

盖。截至目前，全市设立助农取

款服务点 1198 个，覆盖 114 个乡

镇、1145 个行政村，实现县区、乡

镇覆盖率 100%，行政村覆盖率

达 96%。今年第一季度末，1198

个助农取款服务点共计发生查

询、取款、转账业务 2 万笔，交易

金额 3669万元。

金融综合服务站转型升级，

实现综合金融不出乡镇。进一

步优化助农取款服务点功能，着

力构建完善的基层金融服务体

系，2022 年以来，人行那曲市中

支督促涉农机构新增 4 个金融

综合服务站。农牧区基础金融

服务体系得到有效改善，今年第

一季度末，22 家金融综合服务站

累计办理查询业务 378 笔，小额

取款 441 笔、取款金额 29 万元，

转账 985 笔、金额 206 万元，兑换

小面额钱币 3.1万元。

加大“掌银村”“掌上银行”

推 广 力 度 ，丰 富 农 牧 民 支 付 渠

道。督促涉农金融机构开展乡

村振兴主题“掌银”培训班和助

农取款服务点负责人机具操作

培训，着力提升“掌银村”覆盖率

和使用活跃度，丰富农牧民支付

渠道。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设

立“掌银村”1175个。

推动助农取款点与电商有

机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督

促各银行机构支持农牧区电商

业务发展，增加扶贫产品在金融

机构网上商城的上架品种数，以

各银行机构现代化支付工具为

平台，将农牧区特色产品上架到

银行现代化支付工具平台，从而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截至今年

第一季度末，辖内银行机构通过

各自助农电商平台，代销特色农

牧产品 17 种，交易笔数 2103 笔、

交易金额 40.77万元。

那曲市聂荣县

深耕牧业产业路 打造增收“新引擎”

昌
都
市全

力
推
动
农
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人行那曲市中支

发挥金融优势 服务乡村振兴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特色产业链建设发展，在聚焦青稞、牦牛、藏羊、藏香猪和藏鸡等特色资源的基础上，依托涉农产业园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持续优化一产、壮大二产、提升三产，不断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拉萨市达孜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立以来，以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目标，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全面支持和服务有种植

意愿的农户，为他们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达孜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技术人员在大棚内查看灵芝长势。

本报记者 旦增兰泽 摄

小灵芝

大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