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昌都市举行2022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启动仪式，35个总投资176亿元
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实现了2022年项目建设工作的“开门红”。 记者 芮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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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比童话更美
站在村外的格林达帕山上环顾四周，远

处的南迦巴瓦云遮雾掩、欲藏还露，多雄拉、
德阳拉、鲁霞拉等山峰层峦叠嶂，如盛开的莲
花环绕四周。即使寒冬时节，这里依旧青翠
欲滴、云雾缥缈，如童话世界般令人忘记季节
轮换、岁月更迭。

然而，村民们施工和修剪茶树的声音把
我们从童话拉回现实。身边，宛如仙境的格
林达帕山上是村民们依山势而建，呈梯形分
布的百亩茶园。此刻，翠绿的茶树长势良好，
洁白无瑕的茶花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淡淡金
光，大家三五成群，正在抓紧修剪茶树。村民
们说：“修剪后，茶树长势会更好，现在已经开
始抽出嫩叶，等到开春就可以采摘收获第一
批品质优良的春茶了！”

除了修剪茶树，村民们也正利用农闲和
旅游淡季，整修上山的路，并在山顶修建一个
观景台，希望格林村童话般的美丽风光能被
更多人看到。

下山来到村里，记者一行碰巧遇到来村
里做植被修复的墨脱县林草局技术员刘震，
便跟随他和村民来到格林村一处原始森林。

罕有人至的原始森林内，油松、云杉、冷
杉等树木遮天蔽日，龟背竹等攀缘植物沿着
树木直上几十米，苔藓铺满林间，各种珍稀的
兰花、石斛附着在树上自由生长，林中弥漫着
树脂和野花的芬芳，和山顶的茶园相比又是
另一番美景。

刘震一边教我们辨认各种珍贵植物，一
边告诉我们：“你们在茶园看到的南迦巴瓦峰
海拔7782米，而这里最低海拔只有155米左
右。在很小的空间内，巨大的垂直落差造就
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里不光是国内外游
客向往的地方，更是动植物科考的天堂，一草
一木都值得我们用心保护！”他仔细辨认植物
形态，遇到珍稀物种便和村民们一起围栏保
护，防止野兽牲畜践踏。

正在林间沼泽艰难行走，耳畔忽然传来

一阵阵悦耳鸟鸣，向前寻去却是黄家斌的口
哨声：“住在格林村，每天早上都在鸟鸣中醒
来，听多了就学会吹口哨和鸟儿们对话了！”

“是格林村的美景和鸟鸣把你留下了
吧？”大家跟黄家斌开着玩笑。原来，黄家斌
在这里早已驻村期满，但全体村民一再挽留，
他又向组织申请延长期限留了下来。

“让我留下来的，不光是格林村的美景，
还有更美的发展前景！”黄家斌笑着说。

产业比火焰更旺
虽然风景一直如童话般梦幻美丽，但过

去的格林村却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样幸福
无忧。

格林村位于墨脱的大山深处，土地极少
且交通不便，很多年来这个美丽的村子几乎
与世隔绝，村民们就靠着种少量水稻和玉米
为生，很是拮据困苦。和平解放后，大家的生
活有所好转，但由于墨脱不通公路，格林村也
离县城较远，大家一时看不到发展的希望。

2013年，墨脱结束了不通公路的历史；
2016年，汽车开进了格林村。从此，格林村的
绿水青山不再寂寞，大家种起茶树，发展起林
下产业，迎来了游客，也迎来了幸福和希望。

在风景如画的百亩茶场，黄家斌摘下一
片嫩芽，向记者讲述起格林村这几年的“茶
叶经”。

墨脱县2017年在格林村推广茶树种植，
但坐拥得天独厚自然地理条件的村民们却因
为不熟悉茶树，怕种不好没有产量，更怕茶叶
摘下来卖不出去，一直犹豫着不肯种。

“只要发展思路对，再苦再难也得坚持下
去！”为消除村民们的顾虑，黄家斌和扶贫专
干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给乡亲们谈党的恩
情，讲大好形势和惠民政策，更讲临近村自力
更生的致富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村民
们终于被打动，决心大胆试试。

茶树种下去了，又碰到新问题。
“我们没种过茶树，脑子里想得太简单，

还是靠天吃饭那一套，所以茶园没人管，不光
有病虫害，牛羊还把这里当牧场，天天啃得特
别欢！”给记者讲起最初种茶树的状况，村民
次久卓玛不好意思得红了脸。

群众有困难，村里的党员们率先站了出
来。他们上网学技术解决病虫害，拿着扫帚
在茶园里驱赶牛羊。没过多久，示范带头起
到了作用：茶树长势越来越好，村民们也拿到

了第一年的分红，看到手里的人民币，大家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

“以前我们种水稻和玉米收入微薄，没
想到这一芽一叶的新鲜茶叶就可以卖到35
元一斤，拿到手的可是真金白银啊！”村委会
主任多杰平措喜笑颜开，他对记者说：“2021
年格林村的茶叶品质特别好，光第二次采摘
就卖了 40 多万元，仅此一项就相当可观。
初步估算，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在2.3万元
左右。”

小小茶叶变成“金叶子”，更加启发了村
民们的致富思路。记者一行来到格林村的时
候，不宽的山路上显得很是拥挤，好多辆装满
建材的施工车辆你来我往。原来，除了修建
茶园的观景台，还有不少户村民都在利用农
闲时节装修改建自家房屋，准备开设家庭旅
馆、餐馆等。

“现在路修到我们村口，游客来格林很方
便！我们希望游客不光能在山顶茶园品茶观
光、远眺南迦巴瓦，还能留下来体验格林村的
生活，听听鸟叫闻闻花香，在原始森林里徒步
康养，再吃吃我们的农家饭，尝尝我们的野蜂
蜜，听听我们的故事，感受格林村的热情！”一
谈到发展旅游的打算，村民们围着记者说个
不停，脸上全是幸福的憧憬。

“你们看，格林村最美的其实是这里的人
情啊！”黄家斌笑着对我们说。

人情比蜂蜜更浓
格林村地处边境，周围雪山拱卫，山林

间却温暖湿润、四季花开。虽是寒冬，记者
一行却在村里品尝到了新鲜而香浓的野花
蜂蜜，也听到了许多比蜂蜜更浓厚热烈的戍
边故事。

“连绵的群山，是我祖辈的宝藏；巍峨的
巡逻路，是我世代守卫的边疆……”每年春节
和藏历新年，格林村村民都要和驻守在这里
的边防官兵围着熊熊篝火欢庆佳节，这首《祖
辈的宝藏》正是村里的门巴小伙伍金多吉自
己创作的歌曲。

正如歌中所唱，世代居住在格林村的门
巴族群众与边防官兵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心连心守护神圣国土，手牵手建设幸福家
园。“我们这里，家中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巡
边守边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多杰平措告诉
记者，格林村历来有巡边守边的好传统，这
么好的山水、这么好的生活，当然要靠我们

自己来守护！
2003年，老家在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普珠

要退伍离开格林村了。“我内心全是不舍，舍
不得我的战友们，舍不得巡边路，更舍不得格
林村！”于是，普珠2004年在格林村成家，正
式成为村里的一份子。退伍不褪色的普珠买
来两匹马，在危险的道路上为连队运送物资，
每逢连队巡逻也总是义务当向导。截至2021
年，普珠累计参加连队巡逻220余次，成为当
之无愧的墨脱“最美戍边先进个人”和“红色
堡垒户”。

记者一行还在村里碰到了手拉着手的文
果和卓玛曲宗夫妻俩，他们盛情邀请记者到
家里做客。原来，2009年退伍的四川汉族小
伙文果爱上了门巴姑娘卓玛曲宗，这份爱情
跨越地域和民族，在格林村开花结果。现在，
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一家人年收入60
万元，生活其乐融融。“我们家的民宿准备春
节就开门迎客，到时候欢迎你们来过年啊！”
文果和卓玛曲宗站在正装修的房子前，乐呵
呵地对记者说。

说起戍边的故事，村民们说三天三夜也
讲不完。比如说，部队营房因泥石流严重受
损，村民主动让出院子空地帮助官兵搭建帐
篷；巡边线上路况复杂，村中青壮年和边防官
兵一起联防巡边，给战士们当向导、送物资、
传经验。而作为“回馈”，边防官兵则积极投
身于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中，想尽办法帮助当
地村民增收致富……

“边防战士不仅会带着我们学习边境地
区的政策法规知识，还教我们生产农副产品，
帮助我们建设茶园和养殖基地，村民需要帮
忙的时候边防战士们总是第一时间赶来，甚
至随叫随到！”格林村“双联户”户长白玛罗布
对记者说。

人心齐泰山移，在村里随便走走、看看，
格林村的茶产业和猴头菇、红米、灵芝、蜂蜜
等产业都发展得红红火火……在国家好政策
的指引下，在部队官兵、驻村干部的帮助下，
格林村这个过去刀耕火种的门巴族聚居村，
已成为墨脱县赫赫有名的边境小康示范村。

“来过格林村的人都说这里很漂亮，我相
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她还会变得更加漂
亮！”送记者一行离开时，黄家斌的目光自信
而坚定。

是的，格林村并不是格林童话，但这里远
比童话更丰富、更动人、更美丽。

格林村：不是童话胜似童话
西藏日报记者 蒋翠莲 高玉洁 王珊 谢筱纯

世界名著《格林童话》把无数人带进美丽梦幻的童话世界。而在西藏的墨脱，有一个名叫“格林”的村庄，春天杜鹃
盛开，盛夏瀑布飞流，深秋密林如画，冬日云海翻涌，是一个比童话还美的地方。

岁末年初，记者一行驱车来到大山深处的墨脱县背崩乡格林村，一探童话秘境。
从墨脱县城出发，沿着迂回曲折的盘山公路在高山峡谷与青翠密林间穿梭一个多小时，格林村一栋栋依山而建、错

落有致，有着浓郁门巴风情的楼房跃然眼前，与山间缭绕的白云雪峰构成了一幅美丽梦幻的油画。
“美得不像话吧？！”林芝市公安局派驻格林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黄家斌笑容满面地来到我们面前，“欢迎来

到景美人亲的格林村！”

记者了解到，作为此次集中开工重点项
目之一的华电金沙江上游贡觉县拉妥和芒康
县昂多330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总投资约
160亿元，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新能源
开发的破局工程，是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
的光伏项目，也是自治区风光水储一体化开
发的首批新能源项目。项目建成后，将与金
沙江上游藏川段梯级水电联合互补运行，年
发电量 65.18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省标煤约
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0万吨，对自
治区后续光伏大规模开发具有重要的引领示
范效应。

启动仪式当天，昌都市一批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也顺利开工启动，共实施昌都市11
县（区）17.5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
资5.26亿元。通过实施土地平整、地力培肥、
客土改良、田间渠系规划布置、田间道路修建
等措施，确保耕地质量等级得到实质提升，而

且能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群众参与
项目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据了解，2022年，昌都市计划实施基本建
设项目97大项，涵盖清洁能源、农业、水利、教
育、卫生、交通、市政等领域，计划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330.6亿元。在2022年开年之际，提前
启动35项重点项目建设，还将在3月底再启
动一批高海拔的重点项目建设，旨在完成
2022年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指标，推动“四个创
建”和“四个走在前列”在昌都市落地生根，实
现昌都市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昌都市将高效率、快节奏利用有
利气候条件，严格按照“招商项目抓谋划、前
期项目抓开工、在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
投产、问题项目抓整改、投产项目抓效益”的
要求，坚持点、线、面协同发力，以项目建设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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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市35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今年计划实施基本建设项目97大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