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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远 万 里 赏 桃 花
——西藏林芝催热美丽经济调查

本报记者 贺建明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郎 冰 美 编 高 妍

在素有“雪域江南”美誉的西藏林芝，一到四月，桃花便成了主角。当
下正在火热进行的西藏林芝第二十届桃花旅游文化节，更是吸引了五湖四
海的游客慕名而来，多个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林芝桃花的游客晒图。借助
得天独厚的美丽资源，林芝市深耕美丽经济，寻找更丰富多元的农旅融合
路径。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大江南北

桃花、梨花、樱花、油菜花竞相绽放，

追花者闻香而来，美丽经济应运而

生。可花无百日红，“赏花经济”虽

美，花期却有限。如何才能摆脱季

节束缚，让美丽经济不断升级？

做足“美”文章。美丽经济的前

提是要有美丽资源，将自然生态资

源、人文民俗景观等有形或无形的

美丽资源产业化、资本化，通过善用

美丽资源、激活美丽经济、开创美好

生活，不断推进多“美”融合，进而实

现美美与共。美景好打造、易挖掘，

美丽经济的产生孕育离不开美丽乡

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在这个过程

中，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势利导

总能打造一番美景、烹制几道美食、

挖掘一些美丽动人故事。难的是软

环境的建设，经济发展要遵循市场

规律和产业规律，因而，良好的营商

环境和美好的体验心境尤为重要。

除了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营

商环境的优化、服务质量的提升也

必不可少。

除了拼颜值，深挖个性内涵同

样重要。美从不是千篇一律，美的

内涵在于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如若

失去这一点，美丽经济带来的也只

会是流量，而非留量。年年岁岁花

相似，人文民俗却不同。特色文化

是美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且不易

模仿、不可复制。各地应以花为媒，

结合当地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

源，实现从单一赏花游向亲子研学、田园休闲、康养度假、艺术

美育等多元旅游、深度旅游转变，推动单一的赏花活动与相关

产业结合，实现融合发展。用“花”样百出留住顾客，以吃、住、

行、游、购、娱全要素拉动二次消费，变流量为留量。

颜值变价值，还需村民深度参与。美丽经济是对乡村价值

的再发现，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力。秀美的自然

景色、浓郁的乡土气息、灿烂的民俗文化是美丽经济的“颜

值”，那么作为古村落、古民居的主人，栽花种树、养林护木

的参与者，当地村民又该如何变美丽颜值为腰包里的价

值？答案是美丽经济要让群众成为主角，变“看”为“干”。村

民参与分红、经营以及相关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最

直观的收益；通过推行垃圾分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实施生态利民工程等，让村庄环境越来越好、颜值越

来越高、游人越来越多，这是更加长远的收益。在颜值

提升中实现产值，换言之便是在绿水青山中蕴育金山

银山。

挖掘赏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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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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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赏花成了各地春游季的关键

词。在全国的汪洋花海中，来自西藏的“林芝

桃花”尤为显眼，数次登上微博热搜，成为万

千游客春天出发来西藏的理由。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很美，但并不

是什么稀有物，为何这么多人为看一眼林芝

桃花，不远万里进藏？在雪域高原，小小桃花

又是怎样奏响美丽经济旋律的？

守护住原生态之美

桃红又是一年春。作为春天的使者，桃

花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身影频现，

在中国诗词中更是盛开了 2000 多年。陶渊明

笔下“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

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令人心驰神

往。这样的“桃花源”真的存在吗？不少游客

在林芝找到了感觉。“这里的桃花美景让我们

很惊叹，桃花与雪山、村寨、田野有机融为一

体，红、黄、白、蓝等色彩交错，视觉的美给人

一种时空错觉，仿佛置身诗画所描绘的‘世外

桃源’之中。”游览于林芝市波密县波堆桃花

谷的广东游客陈浩如是说。

每年 3 月中下旬，西藏仍未完全褪去冬日

银装，“雪域江南”林芝却已是桃花的海洋，其

中当属波密桃花最负盛名。当地流传着“林

芝桃花甲西藏，波密桃花冠藏东”的俗语。波

密县文旅局局长白玛四朗说：“2016 年，波密

县波堆桃花谷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

‘中国最大的桃花谷’。”在波堆桃花谷内，共

有 9 个桃花集中分布区，绵延 30 公里，有野桃

树 20 多万株，约 70%的树龄在 360 年左右。其

中还有林芝最大的一棵桃树——胸径 1.4 米，

树龄达 680 余年，至今仍枝繁叶茂。

“我对林芝桃花向往已久，今年特意选择

桃花季一家人自驾进藏旅游。桃花我也看过

很多，但雪山桃花田园共美的林芝桃花是我

看过最美的春光。”沉迷于波密桃花美景的 24

岁游客龚晓筱，已经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足

迹遍布各个桃花分布区。“沿 318 国道进入波

密县，满眼都是成片的桃花。登高远眺，层层

叠叠的桃花灿若云霞；走近细看，枝干高大挺

拔、虬曲苍劲。和当地人一打听，树龄都是我

年龄的十几倍呢。”在社交账号上，龚晓筱配

图写下“林芝，人生必赴的一场桃花之约”，引

得朋友们纷纷点赞并相约明年春天再一起到

林芝赏花。

林芝桃花究竟美在哪里？生于高原、面

积大、纯野生、树龄高、分布范围广是林芝桃

花的显著特点。据估算，林芝市作为中国面

积最大最集中的连片野生桃树生长地，其境

内野生桃树数量在 300 万株以上，树龄均在

百年以上，300 余年的桃树随处可见。这些

几百年的野生桃树，生长在蓝天白云雪山之

间，构成一幅原生态的动人图景，也形成了

“ 林 芝 桃 花 ”让 游 客 魂 牵 梦 绕 的 独 特 之 美 。

而林芝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独具特色的美

丽资源。

雪山为景、桃花作伴，在田野之间轻足慢

行，82 岁的游客蒋永红用相机为老伴定格下

一个个美丽瞬间，也对林芝的良好生态颇为

感叹。他说：“林芝整个生态环境给人的感受

都非常好，无愧‘雪域江南’的美誉。特别是

农田间散落的这些野桃树长得这么好、树龄

这么高，可以看得出当地群众对他们的管护

很用心。”

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波密县倾多镇如

纳村村民白吉早已习以为常，也深谙大家喜

欢到这里观光旅游的原因。“是雪山下的桃花

美景把游客吸引来的，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

周边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每年开春，我们

都会对这些野桃树进行修枝养护。平时干农

活也会特别小心，生怕拖拉机碰伤、牛马啃食

这些野桃树。以前还会砍一些桃树枝来生火

做饭，现在可舍不得那样做了。大家都知道

要想吃好旅游饭，可得持续保护好生态，照顾

好这里的一草一木。”白吉说。

20 年雕琢“桃花节”

说到“林芝桃花”，就不得不提起让林芝

桃花名声大噪的“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

这一旅游文化节始于 2002 年，经过 20 年

沉淀，已经从单一的观光旅游节日蜕变成为

集旅游、文化、民俗、招商、乡村振兴于一体的

标志性节庆活动。“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更

是当之无愧的西藏旅游品牌 IP。

今年桃花节期间，位于巴宜区工布公园

旁边的“林芝桃花·幸福夜市”，以及工布民俗

街附近的“萬市大集”夜市，也是人气十足、热

闹非凡，游人在逛吃之间得到满足。“中午在

鲁朗小镇品尝了石锅鸡，晚上吃到了地道的

烤藏香猪肉，还喝到了林芝桃花啤酒。林芝

之行，视觉、味蕾都得到了极大满足。”游客鄢

素华说。

不仅是巴宜区，林芝市其他 6 县（市）也设

立了活动分会场，各行业也积极行动，筹备策

划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活动。例如，米林市在

扎西绕登乡彩门村桃源景区设置了农特产品

展销，工布江达县在千年秀巴古堡附近举行

了特色农牧产品和本地美食展销活动，墨脱

县“物美墨脱”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门珞古街火

热举办⋯⋯一场场文旅融合、农旅融合活动

使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与市场结合得更紧

密、辐射带动作用更加凸显。“我们以桃花品

牌吸引广大游客到林芝观光游览，凝聚更旺

人气、吸引更多关注，达到以节造势、以节促

游的目的。”林芝市政府副秘书长卓玛说。

每年春天伊始的桃花旅游文化节已经成

为拉开西藏旅游序幕的开篇之作，是西藏最

具影响力和品牌价值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

让“雪域江南”林芝的美景蜚声海内外，也让

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认

识了林芝，看到了商机。他们在这里投资兴

业，看中的正是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带来的

勃勃生机。

“通过桃花节，我们了解到林芝当地有很

多特色农产品。这次我们来林芝想进行充分

的市场调研，寻求与当地企业合作，计划研发

化州橘红与酥油茶或灵芝、蜜蜂等当地特色

产品相结合的饮品，打开西藏年轻人的消费

市场。”广东万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蓝

红表示。

节庆搭台，经济唱戏。桃花旅游文化节

期间，当地还会举办招商引资推介活动。今

年桃花节期间，粤贸全国—粤林经贸交流对

接会成功举办，签约项目 12 个，签约金额 8.6

亿元，涉及大健康产业互联网、培训基地建

设、数字林芝建设战略合作、文旅综合体建

设、药材种植、特色农产品购销等项目。

林芝市市长巴塔表示：“自 2002 年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以桃花为介、以节会友。林芝

桃花旅游文化节享誉自治区内外，成为展示

林芝形象的重要窗口、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

林芝桃花的独特之美，桃花节的精彩纷

呈，正在转化成当地群众心里的“美滋滋”。

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林芝的美

丽经济不断拉长产业链，蓬勃发展的旅游产

业 成 为 林 芝 市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重 要

抓手。

提起林芝桃花，就不得不提巴宜区嘎拉

村。近年来，依托毗邻 318 国道优势和漫山遍

野的桃树资源，嘎拉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西 藏“ 桃 花 第 一 村 ”。

“2015 年，在广东省援藏力量的支持下，嘎拉

村以‘整村推进、村景合一’的思路打造‘桃花

村’品牌，统一经营桃花林，建设游客接待站，

逐步推进人畜分离、庭院改造、道路硬化、管

网 入 地 等 工 程 ，实 现 了 从 村 庄 到 景 区 的 蜕

变。”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说。

“每年桃花盛开游客到来，我们都会组织

开展工布响箭、抱石头等各类民俗文化活动，

游客和村民们玩在一起、乐在一起。今年的3月

10 日到 4 月 16 日，我们已接待游客超 11.5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00 多万元。”边巴说，为

避免桃花败落游人锐减的窘境，嘎拉村还打

造了占地 100 多亩的观光采摘园，有桃、李、樱

桃、葡萄、苹果等 10 余种水果；还种植 60 余亩

冬季油菜花、20 多亩青稞及其他花草，延伸了

旅游产业链条。前两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

但嘎拉村仍累计接待游客 17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590 余万元，户均分红近 13 万元。

今年，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主会场从嘎

拉村搬到了工布原乡景区，进一步提升了桃

花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林芝市副市长段

刚辉说：“林芝古称‘工布’，工布原乡是以展

现工布藏族特色文化为主题，以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为载体，依托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

文化资源所打造的综合型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设在这里，

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更加原生态的工布民俗文

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工布原乡景区的影响

力，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形成涉及面广、影响

程度深的推广效益。”

工布原乡景区位于巴宜区布久乡，景区

内不但有近千亩野生桃林的“桃花园”，各道

路沿线还有 800 多株野生桃树，是游客观赏桃

花、远眺尼洋河的好去处。布久乡朵当村第

一书记李明哲说：“我们在桃花园里设置了 20

个摊位，桃花节期间，全村群众都投入到了服

务游客的工作中。下一步，我们将借助桃花

园的天然优势，将生态旅游文章做足，将增收

致富文章做大。”

得益于这几年林芝桃花旅游文化节的火

爆，次仁扎西所在的巴宜区林芝镇立定村成

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专门在景区售卖特

色文创产品，他说：“去年村里仅通过这一项

收入，就给每户村民分红了 3000 多元。”

米林市派镇的索松村也享受到了桃花带

来的巨大效益。索松村直面南迦巴瓦峰，汹

涌的雅鲁藏布江尽收眼底，加之纷繁盛开的

桃花，此时正是最美的季节之一。当然，这也

是索松村公尊德姆农庄最繁忙的时节。农庄

负责人德吉旺姆说：“我们村风景优美，是网

红旅游打卡点。桃花盛开期间，赏花游客

络绎不绝，农庄里的 73 间客房天天爆满，

每天有 600 多人次就餐，一天营业收入有

10 多万元。”

“截至目前，林芝市宾馆饭店达 686

家，年接待能力达 1490 万人次；现有农

牧 民 家 庭 旅 馆 648 家 ，年 接 待 能 力 达

430 万人次。”林芝市旅发局局长谭勇

介绍，“在‘桃花经济’带动下，今年 1 月

份至 3 月份，林芝已累计接待国内外

游客 210.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95%；

其中 3 月 28 日至 3 月 30 日桃花节期

间，接待游客 26.81 万人次，与上届同

期相比增长 4.73%；今年旅游接待人

次预计达 1100 万人次，旅游收入预计

将达 92 亿元。”

如今，林芝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旅游业态更加丰富、产业链条更加健

全，以花为媒、以花兴业、以旅助农，林

芝桃花催生的美丽经济效益正在逐渐

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