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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青藏
高原东南缘，有一片美丽的土地，她的名
字叫“乡城”，藏语意为“手中的佛珠”。

初秋时节，记者来到乡城县。但见硕
曲、定曲、玛依3条河流在乡城穿林过谷，
串联起沿岸分布的一座座藏寨，如丝线串
起了一颗颗珍珠。

当地干部告诉记者，过去交通闭塞的
乡城如今已四通八达，约一半人家的家门
口通了柏油路，国道549和省道460纵贯
全境，还有紧邻的稻城亚丁和云南香格里
拉机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乡城县大
美天成的“田园白藏房”景观，源远流长的

“净土香巴拉”文化绽放出独特的魅力，使
这颗地处大香格里拉旅游圈腹心地带的
高原明珠吸引着八方游人和客商。

让“宝物”变成财富

乡城“宝物”多，虫草、松茸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道路两边随处可见压弯枝
头的串串苹果也是“宝物”之一。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种植
习惯，乡城虫害少，苹果不打农药不套纸
袋不施化肥，任由其汲取天地精华，自由
生长。咬一口，唇齿留香，甜润心间。但
过去交通不便，加之商品意识不强，上好
的苹果以及藏香梨等“宝物”没销路。

改变在悄然发生。展现在眼前的是
一片数千亩的苹果园，在这个位于海拔
3450 米的果园里，紫红的苹果一个紧挨
着一个，压弯的树枝让人担心随时可能
折断。

2014 年，跑运输的周军注册成立了
德园经济林果公司并将全部积蓄投入这
片 4000 多亩的荒坡上。“人在山腰住、水
从谷底流”，这片高海拔土地最大的问题
就是缺水。县里决定大力帮扶这个“龙
头”，支持他修建蓄水池，引来山上的雪水
解决了问题。

2015 年周军分区域种上了 3.7 万株
糖心红富士和红心苹果。乡城县农牧科
技局副局长刘成忠赞赏周军头脑灵活：

“周军每年都要去山西临汾学习苹果种植
技术，了解别人的销售模式。学越多办法
就越多，产量越高，品质越好。”

2018 年，周军仅务工人员的工钱就

支出170多万元，最多的一天有200多人
在果园里干活。就在离果园不远的公路
旁，堆放着成都山田真品农业有限公司的
包装箱，10多位村民熟练地为苹果套袋、
贴商标、装箱。今年果园里约 10 万斤苹
果早已被成都等地的客商预订一空。

在乡城，野生菩提树随处可见。据
统计，人均拥有可挂果的菩提树 10 株左
右，其中以凤眼菩提最为有名，是当地的

“ 宝 物 ”。 如 何 将 菩 提 变 成 百 姓 的 财
富？齐乐阳，这位北京的创意设计师被
请到了乡城，几年间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齐菩提”。
“菩提树是枣科类植物，可以开发面

膜、菩提茶等产品。我当年就是冲着乡城
的一棵千年菩提树而来。”齐乐阳“相中”
的这棵菩提树位于青德镇呷乃卡村，齐乐
阳用每年 10 万元的价格承包了这棵树，
并在院旁开设了菩提珠展示馆和加工体
验馆。今年她又收购了近 3000 斤松茸
并冷藏，投资800万元的松茸包子加工厂
即将建好，预计今年年底就能投产。齐乐
阳告诉记者，1770 平方米的工厂用地是
乡城县按照前五年免租、前三年免物管费
方式提供的。“只要企业真的能带动当地
百姓增收，政府给的实惠实打实。”齐乐
阳说。

据乡城县委书记曹建奎介绍，近年
来，乡城加大了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扶
持力度，降低企业营商成本，已引进旅游、
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光伏企业 20 多
家。“我们推出了圈舍、厂房由政府投建、
生产设备由企业负责，五年免租金、三年
免物管费的优惠政策，为的就是降低企业
前期成本。只有企业活了，发展好了，才
能多吸引全县的务工人员、多收购全县的
农产品，才能带动农户持续增加收入。”曹
建奎说。

如今在乡城，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越
来越强。在尼斯乡，由县里投资的木雅通
蓝莓基地盛果期亩产产值可达3万多元，
带动户均增收1700元；在青麦乡，葡萄基
地以及葡萄加工厂预计年产葡萄汁5000
吨，可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果醋
厂、葡萄酒厂等企业也相继投产。过去5
毛钱一斤也没人要的优质水果，现在涨了
10倍仍是抢手货。

“马路经济”商机现

在青麦乡，硕曲河边一座三层藏式
楼房人来人往。这是居民洛绒丹巴的
家，也是当地有名的“藏家乐”——康
萨庄园乡村酒店。

前些年，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自
驾游逐渐成为乡城县一道亮丽的风景，
许多游客会停下车找当地居民购买水果
或其他特产。“马路经济”让聪明的洛绒
丹巴“嗅”到了商机。

“一位来自广州的游客被我们藏族家
庭的装饰、习俗吸引，提出要住两天。”他
腾出家里最好的房间，热情迎接第一位游
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游客们对学做
藏餐、做糌粑、挤牦牛奶等乐此不疲，晚上
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尽情体验着藏族文
化。一年下来，当时仅有的3间客房给他
带来了10万多元收入。藏式民宿的生意
在当地如雨后春笋般兴旺起来。

去年，洛绒丹巴对藏家乐实行扩
建，现在已有20多间客房。周边雪山环
绕，山下硕曲河哗哗流过，数千件祖祖
辈辈流传下来、承载着藏民族文化的各
类藏品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每年
可为他带来70多万元收入，还可以带动
周边10多户农户销售水果、蔬菜。

距离康萨庄园乡村酒店不足10公里
处就是洞松乡，这里是全县海拔最低的
地方，也是乡城的南大门，车行 160 公
里即可到达云南香格里拉景区，向北，
距离稻城亚丁景区仅140公里。

“洞松乡处于香格里拉旅游环线核心
地带，旅游旺季每天有1300辆车经过这
里。如果‘马路经济’发展得好，每辆
车的乘客能在我们这里消费 100 元，一
天就是 13 万元。”洞松乡党委书记朱秀
军说，洞松乡境内还有一座远近闻名的
绒绕神山，站在山顶可以尽览青德、青
麦、然乌 3 个乡镇的田园风光，山中还
有108个形似佛珠的天然溶洞景观。

“果园、花海、生态水果采摘这些既
有观光价值又有实物产出的产业，是我
们特点所在。树椒、山羊、藏鸡……通
过乡里新建的藏香味道加工厂加工后，
又可以成为让游客带得走的产品。”朱秀

军说，当地正在打造“洞松一日游”品
牌，今年已经有 15000 多人到洞松乡游
玩。他们正计划将民宿经济作为“马路
经济”的延伸，让更多游客住下来体验
藏族风情和文化。

2018 年，乡城县共接待游客约 5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5 亿元。乡城
县旅游局局长胡建平说，以前乡城的土
特产要卖到外地，物流成本极高，可谓
把“豆腐”盘成了肉价钱，现在的策略
则是把买“豆腐”的人引进来。2017
年，乡城创建了第一个 3A 级景区，预
计到 2020 年将创建 5 个 3A 级景区和一
个4A级景区。

走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乡城经济发展迈入较快发
展的重要阶段。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下，
乡城县却制定了一些自缚手脚的“条条
框框”：全县实施无景区、无门票旅游发
展模式，坚持旅游资源轻度开发；民宿
家数不得超过本地民居总量的 10%；传
统种养业形成了乡城独具魅力的田园藏
乡，但凡对田园有破坏的种养业都不能
在乡城发展，即便是种果树也要利用荒
山荒坡，不能种在田园里。

青藏高原生态本来就比较脆弱，乡
城有责任坚守维护青藏高原和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的使命，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乡城县委、县政府意志
坚定。

2016 年 1月份，乡城出台的《关于全
域旅游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全面同步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提到，在城镇化推
进中，必须禁砍树、不填河、少拆房，保护
好古老村落、传统民居、自然山水。

当年，乡城启动了砂石资源整治大
行动，依法关停 41 处非法采挖砂石点；
2017年启动乱搭乱建大整治，群众主动
拆除 6211 平方米违法构筑物；2018 年
启动“新时代、新生活、新风尚”创建
活动，农村环境大改观。

曹建奎说，乡城的发展之路还在继
续，就像这些年不断畅通的一条条大
路。一开始打基础是最花时间的，基础
打好了，发展之路自然走得又快又稳。

高 原 明 珠 展 新 颜
——来自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的报道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采着树椒摘穷帽、赶着
山羊奔小康”，这是乡城县洞
松乡木信村村民美好生活的真
实写照。

2014 年，包括木信村在
内，洞松乡自然条件最为恶劣
的 5 个村完成了易地扶贫搬
迁。“以前我家还住在高山
上，人均有一亩土地，因为缺
水，种不出像样的农作物，每
年收成的大麦、小麦自家吃都
不够，从山上挖出来的药材要
走很远去县城卖。”今年46岁
的青真是木信村3组村民，他
向记者回忆了曾经的生活。

现在，青真一家六口人已
经住进了 200 多平方米的小
院，家里的 80 多头山羊也住
进了单独的“小楼”。层高约
5 米的羊圈被分为上下两层，
每到晚上牧羊归来，它们便被
赶到二楼，排出的粪便则落到
一楼。“院子大、敞得开、扫
得勤，根本没有异味。羊粪又
可以用来种树椒，环保又省
钱。”青真告诉记者，去年他
家卖了 26 头山羊，挣了 2 万
多元。

正对院门是青真家的客
厅，沙发、电视机、电冰箱一
应俱全，清扫得干干净净。走
出院门不到一公里就是青真家
的 6 亩树椒地，地里的 5650
株树椒长势喜人，这是家里的
主要收入来源。“去年离家一
公里的藏香味道食品加工厂建
好了，我们的树椒统一送到这里制成罐头再卖出去，
2018 年光树椒我就赚了 13 万元。”青真告诉记者，每
年三季采摘树椒时，最多有 15 名工人过来帮忙，人均
工钱是每天100元。

“穷不穷，看洞松。”这句话曾广泛流传于乡城县干
部群众之间，乡里的216户村民曾散居在216平方公里
的高山河谷中。按照“统规自建”原则，2014 年完工
的聚居点外观统一为两层的白色藏式民居，建筑面积
200多平方米，政府补贴1万多元。

为了让群众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洞松乡按照
“一村一品”的原则陆续发展了包括酿酒葡萄、树椒、
苹果树、花椒等农作物种植。洞松乡党委书记朱秀军向
记者介绍，2014 年全乡人均收入为 5856 元，2018 年
则为12000元，已经实现了脱贫摘帽。

地处四川西南边陲、青藏高原东南
缘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如何高质
量发展旅游业？县委书记曹建奎以15字
作答：“环境无损害，发展可持续，群众
能受益。”他说，乡城县发展旅游业必须
以这3个条件去衡量，缺一不可。

曹建奎说，乡城的旅游产业属于
“啃老”产业，一是啃老天爷，老天爷给
了乡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二是啃老
祖宗，老祖宗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
间文化。这也是乡城最长远、最有潜
力、群众最能够受益的产业。但乡城旅
游发展必须扬长避短，走具有乡城优势
和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当前，旅游也
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有效
供给、优质供给。

乡城最大的优势就是处于大香格里

拉旅游环绕的核心位置，具有丰富的物
产和保护良好的田园白藏房，最大的资
本是良好的民风和保持较好的文化。所
以，乡城最大的旅游发展优势是文化和
民风。与大香格里拉环线其他地方旅游
发展方式不同，乡城旅游走的是无景区
模式，乡城把整个县都当作旅游目的地
来打造。近两年，随着乡城民宿的发
展，许多客人在乡城住的时间基本上都
在 3 天至 5 天，实践证明，乡城发展旅
游的模式是正确的。

乡城要擦亮“田园白藏房、净土香
巴拉”这个金字招牌。一是保护原生
态，建设生态净土。乡城率先在全州实
施非法采挖砂石整治，率先在全州实施
藏房木材替代、全面禁伐，全面停止水
电开发；实施城市规划调整，保护“一
半田园一半城”的田园风光，让全县雪
山、湖泊、森林、田园得到最大保护；
实施无门票、无景区，高端定制化旅
游，旅游发展去景区化、去商业化、去

公园化、去城镇化，让人回归自然。二
是保护原文化，建设文化净土。成立香
巴拉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协会，加大本土
特色文化挖掘力度；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与发扬，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习所；开发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菩提、
白藏房、唐卡等系列文创产品；本土文
化得到保护与传承，建筑、绘画、歌
舞、服饰、泥塑、木雕等文化艺术焕发
新的活力。三是保留原住民，建设人心
净土。坚持依法治县，村民德治、自治
与善治相结合，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
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
成文明乡风；加强对游客和村民行为规
范，在旅游发展的同时，让群众依然保
持心灵纯净、热情好客、夜不闭户的幸
福生活状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以幸福为追求，在发展产业、追求群众
生活富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
义、乡风文明、生态宜居、邻里和谐等
幸福的基础要素；乡村旅游发展中注重

保持村貌、保持群众生产生活、留住乡
愁，以高端民宿为主，让群众能够通过
闲置住房入股或出租，避免一搬了之，
以及城市化酒店形态对乡村的破坏。四
是保持原物产，建设生产的净土。按照
农业生产去大棚、去地膜、去化肥、去
农药的“四去”要求，坚持绿色生产、
有机生产，为群众和游客提供最纯净的
食材和最有品质的旅游商品；实施“三品
一标”，成功争取乡城藏香猪、乡城苹果、
乡城菩提、乡城松茸品牌；通过招商引资，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魅力，成为独特的旅
游商品。保护生产的净土，为的是产业发
展，对应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保护
生态的净土，对应生态宜居；保护文化净
土，对应乡风文明；保护人心的净土，对应
治理有效，最后的结果，不仅要达到生活
富裕的目的，更要达到生活幸福的目标。
所以，“四个净土”也是乡城实现乡村振兴
的现实路径，是乡城特色的乡村振兴，标
准更高。

环境无损害 发展可持续 群众能受益
——访四川乡城县委书记曹建奎

本报记者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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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4000多米的乡城县沙贡乡仲古村，由泸州市

应急管理办公室对口帮扶的藏系绵羊扶贫项目，每年可

为当地村民带来30多万元收入。

挂 满 枝 头 紫 红 的 苹 果 与 农 民 丰 收 的 喜 悦 相 映

成趣。

乡城县青麦乡的葡萄基地丰收在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钟华林摄

乡城处处繁花似锦，与独有的“田园白藏房”景观、雄伟的雪山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近年来，四川甘孜藏

族自治州乡城县走出一条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加大对带动力强的龙

头企业的扶持，已引进旅

游、养殖、特色农产品加

工、光伏企业 20 多家，

带动农户持续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