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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蔬菜大棚 改进羊毛毯生产车间

特色产业
培育百姓幸福生活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青藏高原上的昂仁县也不例外。
三年时间，从蔬菜大棚到羊毛毯，从引入酒店项目到两地贸易交流，淄博市第九批

援藏工作组立足昂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以“一村一品”的方式培植特色产业，强化
“双招双引”，通过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的导入，用产业为昂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青藏高原在拥有壮观绝
美的高原景色同时，也有着一
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绰号———

“生命禁区”，由此可见当地生
存环境的恶劣，而在高原上种
植蔬菜，难度也是很大的。

在大棚蔬菜引进前，藏
区农牧民餐桌上的蔬菜总是

“老三样”——— 土豆、萝卜和白
菜。长期以来，百姓一直面临
吃菜难、吃菜贵的问题，偏远
牧区甚至无菜可吃。

“从前我们也有大棚，不
过种植的蔬菜就三四样，那时
还是土坯房，雨天容易淹，后
来淄博援藏干部帮我们进行
了‘升级’改造，让大棚更现代
化。”6月14日，记者来到昂仁
县秋窝乡落空村的温室大棚，
这里的负责人牛文钦向记者
介绍时笑得合不拢嘴，现在他
们大棚里可以产出小白菜、上
海青、莴笋、黄瓜、西瓜等十几

种蔬菜水果，一年四季都能有
收获。牛文钦的蔬菜直供乡
里的超市，蔬菜品质好，路途
相对较近，销售根本不用愁。

在我们的印象中，就目
前的技术，建一个全新的、现
代化的蔬菜大棚不是什么难
事，甚至很轻松。可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原，牛文钦
口中的“升级”大棚可不是件
简单的事。

“我们首先需要改变藏
区群众的固定思维，让他们认
识到‘升级’大棚能够得到的
回报，我们也要把相关的政策
措施让他们知悉，再就是这边
水电等技术的跟进，不比建设
一个全新的大棚容易。”淄博
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昂仁县农
牧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魏念
军告诉记者。

2021年，淄博市第九批
援藏工作组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投资
400万元，利用3个月的时间
建设了10个高标准的砖混钢
结构蔬菜大棚，并全面推广了
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自动
控温、自动通风等智能化
设施。

“我们还联系了村委，不
定期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派
驻人员推广蔬菜种植技术。”
魏念军说，如今的产业运行模
式，让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地看
到了种植蔬菜的好处，为今后
发展蔬菜产业奠定了良好的
群众基础。

提起大棚种菜，秋窝乡
乡长杨宗志难掩对援藏干部
的感激：“多亏他们，以前落空
村的大棚只能满足附近村民
的需求，现在不但能保证全乡
8000多人都能吃上当天采摘
的新鲜蔬菜，而且价格还比外
地运输来的菜要便宜一半。”

为了更好地发展特色产业，
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百
姓幸福指数，淄博市第九批援藏
工作组实施了“鲁藏百村幸福家
园”建设项目。投资1640万元
对卡嘎镇布玛村和秋窝乡森格
岗村进行全面提升改造，建设党
建广场、改造村合作社、大棚和
牛羊圈，实施硬化、亮化、绿化、
净化、美化“五化”改造提升工
程，强化“五个振兴”，打造高原

“乡村振兴”示范村。
在昂仁县卡嘎镇布玛村，记

者一下车就看到了矗立在村口的
“鲁藏百村幸福家园”牌子，村里
环境整洁，让人耳目一新。在这
里，昂仁县浪措缘羊毛纺织农民
专业合作社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淄博援藏工作组在这里进
行了改造，将原先的老村委变为
我们崭新的羊毛毯生产车间。”
走进合作社，负责人潘多向记者
介绍。

布玛村一直有织羊毛毯的
习俗，颇具民族特色，淄博市第
九批援藏工作组因地制宜，为村
子改建生产车间，发展羊毛毯产
业，为村民增收。

“农闲时，村中24个妇女在
这里工作，每人每天工资60元，
布玛村还为村民入了股，所得全
部利润都用来分红。”日喀则市

总工会法律民管和权益保障部
副部长赵静文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合作社所制作销
售的毛毯，单人毯售价每条600
元左右，双人毯售价每条800元
左右。因为是纯羊毛手工编织，
所以产量不高，即便是这样，去
年，合作社共卖出了500多条羊
毛毯，共收入35万元左右，除去
成本，都给村民分了红。

“布玛村紧邻219国道，交
通便利，随着村庄的不断改造，
现在到这里吃饭、采摘、欣赏美
景的人越来越多。”淄博第九批
援藏工作组领队、昂仁县委常务
副书记毕宝锋告诉记者，无论是
零售还是定向供给，布玛村的羊
毛毯都很受欢迎，也为村子带来
了可观的收入。

布玛村紧邻自然保护区，在
保护区外围，记者看到三个整齐
排列的大棚，其中两个是水果采
摘园，另一个是可供休闲娱乐的
茶园。大棚的正对面有可供住
宿的白色帐篷，有各种特色小吃
餐车，不远处的锅庄体验区还可
欣赏到当地的锅庄舞。就连玻
璃房餐厅也成了“观景台”，在餐
厅享用美食的同时，村对面浪措
湖的美景也可尽收眼底。因此，
布玛村也成为了游客必打卡的
地方，村子的旅游业也很红火。

作为淄博市第九批援藏工
作组的家乡，淄博市也一直在为
昂仁县的发展做着努力，两地也
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去年4月份，2021年第84届
山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淄博
会展中心举行。而在此次盛会
中，有一处特别的展位吸引了很
多参会者和游客驻足，展示架
上，牦牛肉、羊排、糌粑、青稞饼
干等藏族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
这就是淄博市对口支援西藏日
喀则市昂仁县特色农产品展厅。

“一直没有机会去西藏，今
天在这里居然有展位，我买了一
些青稞饼干，在挑选商品的时候
我也了解了昂仁县以及我们的
援藏干部的故事，为我们的援藏
干部点赞！”在糖酒会上，游客杜
爱红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三年来，我们立足昂仁的
资源和特色产业发展优势，坚持
内培外引，坚定不移地发展当地
产业，通过扩大产业规模，以‘一
村一品’的方式培植特色产业，
设立了产业引导资金，重点扶持
了藏香生产和蔬菜种植等项目，
引领激发了就业创业和内生增
长活力，强化了‘双招双引’，通

过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的导
入，为昂仁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魏念军说。

三年时间，淄博市第九批援
藏工作组立足昂仁资源和特色
产业优势，坚持“走出去、请进
来”，双向互动，开展淄博市、昂
仁县两地经贸交流活动11次，积
极与内地企业对接，成功引进投
资2000万元的藏鸡规模化养殖
场项目和投资1100万元的昂仁
县金满地大酒店项目；促成珠峰
农投集团在淄博开设特产专卖
店，推介特色产品参加第84届山
东省糖酒商品交易会，助力特色
产品进入内地，探索“飞地模
式”，引资建设ACMP温拌改性
沥青和智洋创新高海拔地区数
字技术研创中心2个项目。

以产业为支撑，以经济发展
为方向，离太阳最近的藏区百姓
幸福生活也正蒸蒸日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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