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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村

念村

村落特点：

念村在 318 国道旁，海拔约 4800 米，属纯牧业区，新建的房子整齐划一，彰显着农牧民安居

工程的成就。念村有 8 个村民小组，草场面积达 27.64 万亩，牧民主要靠放养牦牛和每年挖虫草

谋生，常年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间转换。

本 报 泽 当 8 月 18 日 电

（记 者 次 珍）近 日 ，由 区 地

两 级 国 土 部 门 组 成 的 检 查

组 一 行 来 到 山 南 地 区 曲 松

县，通过了对 5 个乡镇、21 个

行 政 村 的 农 村 宅 基 地 确 权

登记工作的验收。

截至目前，曲松县共完

成了 5 个乡镇、21 个行政村、

3626 宗 权 属 调 查 和 地 籍 测

量，同时编制了 3626 幅宗地

图、21 幅行政村宗地图。此

次 检 查 组 对 完 成 的 土 地 登

记 档 案 、数 据 库 成 果 、实 地

检 查 测 量 精 度 等 进 行 了 翔 实 检 查 。 检 查

组 一 致 同 意 曲 松 县 农 村 宅 基 地 确 权 登 记

发证工作（一期工程）通过验收。

曲松县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通过验收

本 报 拉 萨 8 月 18

日讯（记者 杨正林）为

打 造 旅 游 名 县 ，今 年 ，

墨竹工卡县投资 499 万

元，建设甲玛景区民间

兵器博物馆。

据 了 解 ，该 项 目 位

于 墨 竹 工 卡 县 甲 玛 乡

赤康村，与松赞干布纪

念馆、霍尔康庄园形成

“三位一体”旅游景点。项目于今年 4

月 正 式 动 工 ，截 至 目 前 ，建 筑 主 体 建

设全部完成，预计 9 月底基本完工。

墨竹工卡县
建设甲玛兵器博物馆

从 墨 竹 工 卡 县 城 出 发 ，越 往 东 走 ，

绿意越减，参天大树渐成丛生灌木，至

日多乡念村已经是“草色遥看近却无”。

念村是一个纯牧业村，村委会主任

巴桑解释说，“念”是一种比鹿小一点儿

的 动 物 。 据 说 从 前 念 村 周 边 有 很 多

“念”，成群结队地奔跑于草原之上，于

是路过的人们就称这里为“念”，慢慢地

也成为这个村庄的名字。令人遗憾的

是，巴桑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见不到这种

动物了，更没有照片流传下来，以至于

“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们不

得而知，从藏文语意上看，应是指盘羊。

念 村 人 有 为 之 自 豪 的 一 山 一 湖 。

山是米拉山，湖是思金拉错。

思金拉错在念村东，车在 318 国道

上 行 驶 ，就 可 以 见 到 路 边 的 巨 大 指 示

牌，从这个岔路口进去再到思金拉错就

只有 6 公里了。这段 6 公里的简易公路

虽不险峻，却是泥泞难行。陪同的巴桑

说，这段路还是前两年为了开发思金拉

错而修建的，之前根本就没有路。

显然，作为西藏唯一的“财神湖”，

思金拉错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出名，

虽然她亦有不输于其他圣湖的美丽传

说。

按 照 念 村 人 的 解 释 ，思 金 拉 错 是

“龙王灵魂的所在地”，藏语意为“光辉

神湖”。 传说，当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

建造桑耶寺时缺少金子给众佛上金粉，

在莲花生大师的指点下找到了墨竹思

金龙王，得到了七千多块金币。从此以

后 ，墨 竹 思 金 龙 王 成 为 赞 普 的“ 座 上

宾”。以往每年到了藏历六月十五日，

历代班禅、达赖喇嘛以及直贡活佛都要

来到思金拉错祭拜。

这 位 墨 竹 思 金 龙 王 是 什 么 样 的 神

呢？那可是个名副其实的财主。传说

其财宝撒满整个雪域山川，各种珍贵药

材及树木、鲜花、野生动物将其点缀，自

然界的各种飞禽走兽在神湖旁自由行

走嬉戏，无忧无虑地生活。

当 我 们 的 越 野 车 经 过 艰 难 的 蜗 牛

式 爬 行 到 达 思 金 拉 错 时 ，眼 前 豁 然 开

朗。此时的思金拉错仍然是冰封时节，

一眼望去，周围三面环绕着白雪皑皑的

群山，将思金拉错环抱其中，果然是个

“大宝盘”。陪同的巴桑一一介绍着蛇

舌草坪、摸顶山、十六罗汉等等，处处透

露着神奇。

一 会 儿 ，天 空 中 竟 然 飘 起 了 雪 花 ，

落到脸上、钻进脖子里，叫人觉得冷意

十足。飘扬的雪花渐渐模糊了我们的

视线，“盘底”经幡飘扬、玛尼石堆林立，

脚下长满了一种名叫“苏鲁”的植物，还

有极小的各色花儿藏匿其中，巍然与娟

秀 并 存 的 景 致 令 几 位 同 行 者 不 住 惊

叹。司空见惯的巴桑笑着说，五月并不

是思金拉错的好季节，“再等两三个月，

七 八 月 的 时 候 杜 鹃 花 全 开 了 ，那 才 叫

美”，引得记者一行向往不已，纷纷表示

届时定要来观赏一番。

如此美景，若是错过，不啻为一大憾

事，如今却是鲜见游客，这是何故？巴桑

认为，究其原因是开发力度小、宣传不到

位。谈及思金拉错，念村村委会几乎人

人都有个愿望：将其打造成与纳木错、羊

卓雍错齐名的圣湖景区。如果能够加大

宣传、开发力度，将思金拉错推向区外甚

至国外，念村将考虑搞集体经济，鼓励、

支持村民参与旅游。届时，思金拉错将

成为念村人的又一生财宝地。

从思金拉错下来，一路都有条小溪

时隐时现，巴桑说这是日多马曲，其发

源就在思金拉错，溪水西流，与其它溪

流汇成墨竹马曲，最后流入拉萨河。如

此说来，思金拉错也算是拉萨河的发源

地之一。

沿着 318 国道继续往北，遥遥可见

雄浑的米拉山。无论对于西藏人还是

对于游客来说，米拉山都不是一个陌生

的存在。念村人又把米拉山叫作“工布

拔拉”，它是拉萨至林芝的必经之路，也

是川藏线的最高点。所谓“靠山吃山”，

住在米拉山下山沟里的念村念组人，他

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是米拉山口来来

往往的游客。

站在米拉山口，一切尽收眼底。周

边是青山迢迢，远处是白雪皑皑，耳边

的雄风呼啸而过，惟有“高原之舟”身后

五彩的经幡为这一片清冷肃杀增添了

一抹暖色，一座界碑上清楚地刻着：米

拉山口海拔 5013.25 米。

从地理上看，米拉山横亘于东西向

的雅鲁藏布江谷底之中；从气候上说，

它是雅鲁藏布江东西两侧地貌、植被和

气候的重要界山。山的西边常年覆盖

着冰雪，空气干燥寒冷，翻过山口就是

西 藏 的 小 江 南—— 林 芝 地 区 工 布 江 达

县，那里春意盎然、温暖湿润。

与思金拉错的冷清相比，米拉山口

热闹许多，一拨拨游客经此慕名下车，

四处观赏、拍照留念后又走了，附近则

有三四个村民所摆的摊位。

央金的摊位比较显眼，不大的摊子

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具有藏民族特色

的饰品。43 岁的央金是念组 11 户人家

之 一 ，这 天 是 央 金 今 年 第 一 天 上 山 摆

摊。央金在米拉山口摆摊已经有两年

时间了，主要是夏天来这里卖点奶制品

和藏饰品。奶制品多是自家产的，藏饰

品是从拉萨的冲赛康市场批发的。

谈 到 摆 摊 的 收 入 ，央 金 一 脸 的 满

足：虽然每年只有 3 个月的旅游旺季期

间生意最好，但多的时候可以一天收入

三五百元也够令人羡慕了。说到这里，

央金露出腼腆而纯朴的笑容，在雪山的

映衬下更显灿烂。

巴 桑 说 ，因 为 念 组 靠 近 米 拉 山 ，村

里 就 特 许 念 组 村 民 在 米 拉 山 口 摆 摊 。

现在每年旅游旺季都会有十几个像央

金这样的小摊，一年可以为家里增加 1

万多元收入。

在 藏 族 文 化 中 ，山 是 男 性 ，湖 是 女

性 。 念 村 的 这 一 山 一 湖 ，米 拉 山 以 其

雄 浑 伟 岸 的 气 魄 征 服 了 世 人 ，思 金 拉

错也正以她的似水柔情吸引着人们的

目光。

“湖”光“山”色惹人醉
《拉萨河纪行》采访组记者 马晓艳 米玛 阿孜古丽 沈安永 陈敬 向代文

怎么走：自驾车由墨竹工卡

县城往东 68 公里即可到达。

看什么：境内有西藏唯一的

“财神湖”——思金拉错，有藏族

人 民 心 目 中 的“ 神 人 山 ”、海 拔

5013 米的米拉山口。

吃什么：以牧业为主的念村

人家家都有自制的酸奶、奶渣等

奶制品，米拉山口有当地牧民售

卖贝母、虫草等藏药材。

山南地区贡嘎县姐德秀（邦典）围裙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1976 年，是一家个体股份合

作社企业。姐德秀镇是我区八大古镇之一，也

是著名的围裙之乡，该镇生产的民族手工编织

品历史悠久，特别在国家对民族手工业的大力

支持下，该镇的围裙 2006 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图为姐德秀（邦典）围裙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员工在编织邦典。

本报记者 洛桑 摄

编织七彩生活

夏季的措勤是个美丽的季

节，扎日南木错碧波荡漾，雪山

草地辽远雅致。与景色相互辉

映的，是措勤街头四处可见的各

类特色产业生产和销售点所焕

发出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这个

季节迅速滋长着。

“ 经 过 多 年 的 不 懈 努 力 和

摸 索 ，措 勤 县 已 经 找 到 一 条 通

过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引 领 群 众 快

速 致 富 增 收 的 康 庄 大 道 ，为 措

勤县经济社会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措勤县委书记旦巴旺

久自豪地说。

扎日南木错藏香厂坐落在

县 城 中 心 ，是 由 忠 次 仁 个 人 出

资 15 万元、县政府扶持 7 万元，

于 2012 年 5 月成立的。忠次仁

根 据 自 己 多 年 的 藏 医 学 经 验 ，

开发出含有小叶杜鹃等珍稀植

物 的 扎 日 南 木 错 藏 香 ，不 仅 香

气 怡 人 ，且 具 有 多 种 疗 效 。 尽

管每盒藏香售价达到 100 元，在

市 场 上 也 是 供 不 应 求 ，去 年 就

实现利润 50 万元。

如今，忠次仁的厂里共有 5

名 员 工 ，都 是 当 地 的 农 牧 民 群

众，其中一人还身患残疾。“藏香

厂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我

也应该回报社会，帮助解决困难

群众的就业问题。”忠次仁说。

措勤县最有名的特色资源

当数紫绒山羊。2011年，措勤县

与私人企业共同出资 500 万元，

成立西藏金紫绒工贸有限公司，

以紫绒为原料，引进国内先进的

工艺和配套设施，进行金紫绒牌

绒 制 品 的 开 发 和 产 业 化 生 产 。

在措勤县商务局里的金紫绒产

品展销点里有十余种绒制品，这

些产品款式新颖、质地优良，可

与国内那些著名品牌相媲美。

公司董事长普布次仁介绍

说，在县政府的引导下，牧区群

众正在积极开展畜群结构调整，

以发展紫绒山羊养殖作为致富

增收的重要手段。目前，措勤县

共 有 紫 绒 山 羊 养 殖 示 范 户 400

余户，规模达到 14 万只，年产羊

绒 5 万余斤，总效益可达 600 余

万元。

近年来，措勤县的特色养殖

业日益壮大。通过国家电网公

司投入的 90 万元援藏资金，赤

玛村建起夏岗江风干牛肉厂，销

售鲜肉和风干肉两种产品，2012

年实现销售额 12 万元，在增加

群众收入的同时，更有效提高了

大家的市场经济意识。

“ 措 勤 县 已 经 把 赤 玛 村 牦

牛产业列为全县的三大产业之

一 ，今 后 将 继 续 加 强 产 品 的 多

元化、品牌化和市场营销建设，

将其发展成风干肉加工的产业

链 ，成 为 群 众 致 富 增 收 的 拳 头

项目。”旦巴旺久表示。

插 上 腾 飞 的 翅 膀
——记快速发展中的措勤县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温凯

游客纷纷在念村的米拉山口旅游景点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唐斌 摄

本 报 日 土 8 月 18 日 电（记 者 刘 玉

璟 温凯）为提高农牧区卫生人员的业务

能力，近日，日土县举办了 2013 年乡村

医生培训班，对该县 10

余 名 乡 村 医 生 进 行 医

技 、医 德 、服 务 态 度 等

方面的培训。

该县卫生局相关负

责人说，希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自

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树立忠于职守、爱

岗敬业、文明行医的卫生行业新风尚。

日土县

举办乡村医生培训班

盛 夏 的 拉 萨 郊 区 青 山 绿 水 、

景 色 宜 人 ，处 处 花 香 草 青 ，正 是 过

林 卡 的 好 时 节 。 特 别 是 在 刚 过 去

的 雪 顿 节 里 ，寻 一 处 河 畔 林 荫 ，架

一 座 帐 篷 ，全 家 人 围 坐 在 一 起 吃

吃 喝 喝 、说 说 笑 笑 ，是 西 藏 人 颇 为

享 受 的 过 节 娱 乐 项 目 之 一 。 在 这

样 幸 福 和 欢 乐 的 时 光 里 ，笔 者 可

要 煞 风 景 地 提 醒 一 句 ：开 心 过 林

卡 之 余 ，千 万 别 忘“ 环 保 ”一 事 。

事 出 皆 有 因 。 前 几 日 ，笔 者

也 曾 随 夫 携 女 与 朋 友 去 达 孜 大 桥

北 侧 的 一 片 树 林 里 过 林 卡 。 此 处

临 水 ，又 有 林 荫 遮 阳 ，的 确 是 过 林

卡 的 好 地 方 。 待 到 下 车 来 ，入 目

的 一 片 狼 藉 ，也 印 证 了 这 一 点 ：那

满 地 的 果 皮 、骨 头 、空 罐 子 、塑 料

袋 子 ，可 不 正 是 人 们 过 林 卡 后 留

下 的 证 据 。

此 情 此 景 ，定 会 让 人 义 愤 填

膺 ，谴 责 丢 垃 圾 的 人 没 有 环 保 意

识 ，素 质 太 低 。 彼 时 彼 刻 ，笔 者

只 想 感 叹 一 句 ：欢 乐 的 人 儿 啊 ，

可 否 将 您 的 欢 乐 留 下 ，把 垃 圾 带

走 ？

从 大 处 说 ，乱 扔 垃 圾 破 坏 了

环 境 。 提 及 环 保 的 重 要 性 ，笔 者

不 敢 班 门 弄 斧 ，恐 怕 很 多 人 知 道

得 比 笔 者 更 加 多 、明 白 得 比 笔 者 更 透 彻 。 说 到 环 保

的 措 施 与 政 策 ，相 信 大 多 数 人 也 是 耳 熟 能 详 ，并 且

信 誓 旦 旦 地 表 示 ，要 保 护 环 境 ，保 护 我 们 的 地 球 。

然 而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有 多 少 人 身 体 力 行 过 ？ 试 想

一 下 ，在 一 片 好 山 好 水 中 ，赫 然 散 落 着 满 地 的 垃 圾 ，

是 一 幅 多 么 令 人 倒 胃 口 的 画 面 。 而 这 些 垃 圾 将 来

又 会 对 环 境 造 成 什 么 样 的 破 坏 ？ 环 保 事 大 ，它 关 系

生 存 环 境 、子 孙 后 代 ；环 保 从 小 事 做 起 ，它 通 过 无 数

细 节 实 现 。 我 们 天 天 说 要 保 护 西 藏 的 蓝 天 碧 水 ，若

是 连 自 己 制 造 的 垃 圾 都 不 能 带 走 ，又 怎 么 能 维 护 好

西 藏 的 美 丽 风 光 呢 ？

从 小 处 说 ，一 个 人 的 言 行 举 止 反 映 了 个 人 的 文

明 素 养 。 建 设 美 丽 西 藏 ，其 中 的“ 美 丽 ”，不 仅 指 环

境 优 美 ，还 体 现 在 人 的 精 神 面 貌 和 心 态 、人 的 幸 福

感 以 及 城 乡 面 貌 和 社 会 秩 序 的 和 谐 等 方 方 面 面 。

古 人 云 ：“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为 ，勿 以 恶 小 而 为 之 。”若 是

连“ 不 乱 扔 垃 圾 ”这 样 两 三 岁 小 朋 友 都 知 道 的 好 习

惯 都 做 不 到 ，又 何 谈 大 节 ？ 况 且 ，一 般 过 林 卡 都 是

一 家 人 大 团 聚 ，若 是 在 其 乐 融 融 的 氛 围 里 ，却 不 经

意 间 给 孩 子 做 了 个 坏 的 示 范 ，可 就 得 不 偿 失 了 。

其 实 ，过 完 林 卡 后 ，随 手 将 垃 圾 收 集 起 来 ，带 回

去 扔 到 垃 圾 箱 里 ，这 才 多 大 点 儿 事 ，何 须 笔 者 在 此

喋 喋 不 休 ？

记 得 曾 经 看 过 这 样 一 句 话 ：“ 除 了 脚 印 ，什 么 都

不 要 留 下 ；除 了 记 忆 ，什 么 都 不 要 带 走 。”以 此 同 过

林 卡 、郊 游 者 共 勉 。

﹃
林卡季

﹄
勿忘环保

马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