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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笔者参加了“茶马古
道·西藏秘径”科考活动。在半个
月的时间里，我们从成都出发，经
过 318、214 国道和西藏 305 省道
（那曲至林芝），途经四川省雅安
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和西
藏昌都市、林芝市，最后抵达拉萨
市，重点考察了察雅、昌都、然乌、
来古、嘎龙、易贡、鲁朗等地的“西
藏秘径”。
从“茶城”雅安到“茶马商城”昌都

川藏万里茶路，始于雅安。
我们考察的起点，也从雅安开始。

8月12日凌晨6时，当透过周
公山的晨曦柔柔地洒在雅安市区
时，喷着“茶马古道·西藏秘径”字
样的 11 辆越野车已从星月宾馆
出发。与星月宾馆相邻的是修葺
一新的文辉公馆，当年的“西康
王”、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就住在这
里，遥控指挥着西康省大小事
务。我们首日的目标是 600 公里
外、有“世界高城”之称的甘孜州
理塘县，那里也曾是刘文辉的管
辖之地。

“茶马古道·西藏秘径”科考
活动筹划了很久，我出发前，我特
意收集了从雅安到拉萨的很多历
史文献资料。

从雅安到西藏的“茶路”，虽
然有专家考证，远在秦汉时间就
已经开通，但有准确文字记载的
是唐宋时期。到了明朝，川藏“茶
路”成为中央朝廷与西藏往来的

“官道”。
明朝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

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
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
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
列法规和制度。朱元璋“诏天全
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
易马”，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
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
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
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
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
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
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
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
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
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
经昂州（今泸定岚安）逾大渡河至
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
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
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
西藏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
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
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
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州
（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碉门
（今天全）、岩州（今泸定岚安）、松
潘五大茶市口岸。

从雅州至打箭炉（康定）段又
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荥经，逾
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
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
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
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
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
岚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
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
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
为“大路茶”与“小路茶”。

由于这条路远离中原，鲜有
文人黑客在这里行走，直到清末，
走的人多了，才有了一些诗文流
传开来。在我看来，较为有名的
有清朝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
的《使藏日记》，清末黄懋材和民
国时期刘曼卿两个男女“钦差”分
别留下的《西輶日记》、《康藏轺
征》。只不过果亲王的大作虽有

“使藏”二字，但他的足迹止于甘
孜州道孚县，进入了“藏区”，没有
进入西藏境内。

无论是果亲王，还是黄懋材、
刘曼卿，他们都经过了雅安，在他
们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蒙顶山茶
和这条艰辛的茶路在不同时期的

“面孔”。
果亲王入藏，是他在雍正十

二年（1734 年）奉旨赴泰宁（今道
孚县泰宁古城），代表清政府主
持六世达赖喇嘛坐床（继位执
政）大典。

过金鸡关，憩名山县，有蒙
山，即《禹贡》之蔡蒙也。《水经注》
县有蒙山，青衣所发，《元和志》山
在县南十里，每岁贡茶，为蜀之
最，《寰宇记》山顶全受阳气，其茶
芳香，《茶谱》山有五顶，中顶曰上
清峰，所谓蒙顶茶也……

栈路在山半，峭壁干霄，横空
鸟道。

在果亲王的眼里，这条茶路，
十分险峻。

114年后，在光绪4年（1878），
一个江西贡生黄懋材又走在了这
条路上。

十一日，行四十五里过名山
县。城甚小，东西仅半里，又十里
过奠安桥，上坡，五里金鸡关，见
道旁石碑，有诗云：“邛笮两关，壁
峙蔡蒙，四面屏开，云拥峨眉，月
出江滚，平羌雪来。”又三十渡河，
水流湍急，日夕抵雅州府。

十四日行三十里入清溪界黄
泥铺。入山沿溪而行，鸟道崎岖，
乱石狼籍，丛木交加。过二板桥，
用铁索牵引。十里宿小关。近关
一段，尤为陡峻，斜七十余度，关
口仅容二马，两山壁立，茅店十数
家，虽赤日亭午，尚觉阴寒逼人。
夜中大雨。

受四川总督丁葆桢的派遣，
黄懋材由四川经西藏到印度考
察。在西去的路上，但见一座座
大山横亘眼前挡住去路。他望着
连绵不绝、望不到尽头的大山，他
不禁长叹：“横断山，魂断山！”从
此，横亘在大西南和青藏高原之
间的崇山峻岭因此而得名。

1929 年 8 月 1 日，国民政府
“特使”刘曼卿从上海出发，她的
目标是万里之外的西藏拉萨。

一个月后，她的身影出现在
了成都南门，当天，她坐车到了雅
安，她对雅安茶、茶路有了更多的
描写。

名山县西十五里有蒙山，据
云山顶有仙茶七株，叶入水，蒸气
成鹤形，前清以为贡赋，故称之曰
贡茶。亦产常茶，与邛州同为五
属大帮，五属者，邛、名、雅、荥与
天全……雅安县旧称雅州府，为
上川南首治，前清两道台居之，四
面环山，城垣如在釜底。由此过
官渡，古名平羌江，昔诸葛武侯抚
雅州诸夷于此，故名。茶号如永
裕昌、余孚和、夏永昌、义兴等，均
甚著名。

自 雅 至 炉 则 万 山 丛 脞
（cuǒ），行旅甚难。沿途负茶包
者络绎不绝，每茶一包重约二十
斤，壮者可负十三四包，老弱则仅
四五包已足，肩荷者甚吃苦，行数
武必一歇，尽日仅得二三十里。
闻五属输入总数，每年为八百馀
万斤，代价约三百万两。康定茶
税，一年规定为十一万两，其征收
法论数不论质，百斤为一引，每引
抽捐二两。近年川藏隔膜，印茶
竞争，茶商倒号者日有所闻，亦可
惧也……姜公兴、蓝鸿泰等茶商
之茶叶，则驰名西藏。

果亲王、黄懋材、刘曼卿进藏
的路线，走的是“大路”翻大相岭
到泸定，我们走的是“小路”，经二
郎山到泸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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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

一条茶叶铺成的天路
■高富华

走在狭窄的山路上。 方苏雅摄于1903年■周燕 邓丽华 文/图

如果放在几年前，康定市呷巴乡俄达
门巴村村民日泽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有
一天能成了股民。“前年，我家还是村子里
最穷的一户，自从脱贫攻坚以来，一切就
发生了改变，现在我和我们村的其他牧民
都成了股民，摘掉贫困的帽子指日可待。”
村民日泽激动不已。

俄达门巴村属于纯牧区，地处康定旅
游资源富集的折西片区，这里是贡嘎生态
河谷核心区域，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
该村 171 户 724 人，有贫困人口 37 户 144
人。以前，该村大多数村民的收入来源于
采挖虫草、销售牦牛附属产品，缺少致富
增收门路。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收入
仅1900元，全村被认定为贫困村。

要小康，就必须补齐贫困短板；要摆
脱贫困，就必须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之
路。脱贫攻坚以来，在康定市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该村依托木雅景区开发，创
新体制机制，大力实施旅游扶贫，探索出
一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富有牧区特色的
牧民脱贫致富新路子，实现了“乡有主导
产业、村有集体收入、户有致富门路、民有
社会保障”的目标。

筑巢引凤“牧区变景区”
盘活集体资产“有靠头”

由政府搭台，引进木雅泽朵公司，开
发打造以俄达门巴村为核心的木雅景
区。村集体将全村的土地、草地、滩涂和

房屋经营权等以出租方式流转企业，形成
了政府搭台、企业发展、集体收益“三方互
惠互利”的合作共赢局面。

据了解，公司投资1.8亿元，进行整村
包装开发，依山就势先期打造木雅花宫、
花海寻踪等7个标志性景点，完善相应旅
游配套设施，将过去的牧场变成了今天的
景点。

同时，盘活资源。通过群众资产入股
方式，将全村49套牧民定居房，以每户5
万元的价格租赁给公司整体开发包装，整
体打造生态度假农庄，既解决了牧民定居
房还贷问题，又促进了房屋的流转和资产
升值，实现了“不动产”变股份、变资本、变
效益。

村企联合“牧民变股民”
增加个人收入“有搞头”

该村采取以资产入股、“支部+协会+
企业+农户”的模式，改变群众利益分配方
式，让群众与企业构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2016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120
万元，建卡贫困户人均收入达6100元。

据了解，该村建立村企之间“景区共
建、发展共赢、利益共享”社会管理新机
制，公司与村集体议定，实行景区8∶2收
益分红和保底收益分红，2016 年村级集
体收入85万元，其中贫困户分红19万元，
打破了多年来村集体零收入的困局，实现
了“空壳村”向“实体村”的转变。

同时，在景区建设期间，村集体与公
司合办了砂石厂，2016年村集体分红5万

元；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规范经营折多山
顶观景平台，为游客提供旅途补给服务，
每年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

该村还把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和民俗文化融入到乡村旅游中，成立旅游
民居接待协会，吸引牧民入股参与，为游
客提供住宿餐饮、民族服饰、歌舞表演等
服务，2016年村级接待游客达1万人次，
实现旅游接待从“零”到“万”的巨变。

牧旅结合“资源变资产”
发展优势产业“有奔头”

该市在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开
辟集体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将资源优势转
化实际资本。依托企业带动发展特色畜
牧业。筹资130万元为俄达门巴村37户
贫困户购买370头牦牛，引进高原之宝、
蓝逸集团等龙头企业定向收购牦牛奶，拟
采取“奶站+奶吧”的经营模式，形成牦牛
奶收购、运输、销售一体化，预计每户每年
增收 11340 元，促进牧民由“放牛娃”向

“经营者”的转变。
家住国道 318 旁的牧民旺甲是异地

搬迁户，他家的新房在去年就已经修好完
工，新房有一间小卖部，院子里还专门接
了水管，建了公路沿线加水点。

旺甲告诉笔者，今年呷巴乡俄达门巴
村驻村工作组多次带着帮扶手册来和他
商量公路沿线加水点改造后的经营计
划。根据计划，加水点改造后，成为集餐
饮、饰品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多亏了政策
帮扶得好。”旺甲脸上挂着羞涩的笑容。
谈起以后的日子，他说要好好经营加水点
的小卖铺，让一家三口今年就实现脱贫，

“我们一家人心里可盼望着呢。”
据了解，该市依托区位优势发展路沿

经济，结合实施“城乡提升”战略和“五片
四线”整治，对国道318沿线14个加水点
进行规范打造，形成了集餐饮休息、停车
加水、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服务
区，吸纳建档贫困户共同参与、共同经营、
共享利益。

统筹发展“牧民变市民”
解决后顾之忧“有甜头”

“我没上过学，普通话说不流利，也很
难得出趟家门。不知道怎么做好服务
员。”单真告诉笔者，虽然自己持股分红，
还能到企业打工，但也面临着这些困难。

据了解，对于长期居住在高山深处、

没有上过学，像单真情况一样的人在俄达
门巴村并非少数。为解决贫困群众就业
难的问题，省委统战部积极发挥部门联系
单位和企业广泛的特长。

2015 年 10 月，省委统战部协调四川
省中华职教社分别在泸定县和成都市举
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普通话和旅游服务专
业技能培训。

“我20岁了，还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
地方学习。”单真说，那次培训后，自己又
多次参加公司和市旅游局组织的岗前培
训、民居接待培训。

据了解，该市整合多方力量，通过搭
建就业平台，在景区运营期间，优先安排
贫困户在景区各个服务性岗位工作，实现
稳定就业38人，每人每年务工收入达2.8
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将达138人，让贫困
户零距离就业，足不出户就能挣钱。

同时，围绕景区建设发展，培养致富
能手，组织牧民成立运输队，购置20台车
辆投入交通运输，实现年收益200万元。
强化社会保障。景区每年出资 40 余万
元，免费为全村牧民购买农村基本养老保
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有效解决了牧民
的后顾之忧。

牧旅结合 村企联姻
——康定俄达门巴村依托旅游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李丽莎

当文化古都西安“遇上”净土秘境稻
城亚丁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于5月16
日开通的西安—稻城直飞航线，以及5月
17日在西安举行的“飞游圣洁甘孜·畅游
稻城亚丁”2017 西安航线及甘孜旅游推
介会为广大游客揭晓了答案，并带来了令

人惊喜的旅游优惠福利。
如今，我州旅游已进入全年旺季，为

了更好地整合旅游服务资源，全面提升旅
游服务软硬件设施，使广大游客享受更为
便捷、优质的旅游体验，四川康定机场集
团公司联手稻城亚丁景区将一系列极具
特色的旅游产品展现在了广大群众面前。

在西安——稻城直飞航线开通之际，

四川康定机场集团公司全面推出了“一卡
通”旅游产品，凡办理“一卡通”旅游产品
的游客，在甘孜州旅游期间，可凭“一卡
通”享受预订机票、酒店、自驾车租赁等多
项内容的“一站式”服务，全面实现从空中
落地后各项旅游服务的无缝对接，并且亚
拉雪山和玉隆拉措、雀儿山等景区也将在
近期加入到一卡通产品中。

同时，稻城亚丁景区目前也正在开展
“鸡年旅游优惠活动”，凡生肖属鸡的游客
只需在窗口购票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或护照），经核实后原价150元的门票，届
时仅需80元/人（不含车票）。据了解，该活
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除国庆黄金周
（10月1日至10月8日）不办理此优惠活动
外，其余节假日中该优惠活动照常进行。

手持“一卡通”享受“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余应琼 文/图）5月19日，甘孜县文
旅广局开展了2017年“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旅游让生活更幸福”为主题，旨在宣
传旅游，服务群众，让游客更多参与旅游体验，
通过旅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实现
精神愉悦，获得幸福感。

当天，县内旅行社、景区景点、农家乐、宾
馆酒店等重点涉旅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开展宣
传推介，发放《旅游法》《旅游安全提示》《甘孜
县旅游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介绍旅游法、旅
游投诉处理办法、文明旅游等旅游常识；县文

旅广局还搭设了舞台表演歌舞节目展示本土
文化，摆放精美的旅游风光图片展板，开展了
旅游知识有奖竞猜，播放了旅游宣传片，多方
式、广视觉、全方位地宣传了甘孜旅游；游客通
过扫码关注甘孜旅游官方微信；同时，推出了
一系列惠民让利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了纪念
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馆等，为游客提供
更加细微的旅游服务，并同步开展“全域旅游
八进”活动。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宣
传品 800 余份。

本报讯（徐平波 泽翁根加）
为切实加强白玉县的旅游宣传
推广活动，白玉县结合“5·19”
中国旅游日和我州“旅游让我
们更幸福”主题活动，开展了

“宁玛祖地寻踪·盛德白玉探秘
全域旅游讲解大赛”活动启动
仪式。

本次讲解活动将按照参赛
讲解员实际讲解内容到实地进

行讲解，县电视台进行实地实
况录像，上传到白玉县旅游、白
玉宣传、白玉电视台、白玉青年
四个公众微信平台后进行网上
投票和线下专家评审。

活动中，还开展了白玉旅
游景点风景图片展，发放了旅
游宣传《圣洁美丽白玉》折页
400余份、《行摄白玉》旅游画册
150册、《盛德白玉》歌碟200张。

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旅游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咨讯LVYOUZIXUN

甘孜县

开展“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
白玉县

启动旅游讲解大赛

经过培训后的村民正在整理房间。

村民正在学习制作面点。

省委统战部省职教社组织俄达门村民参观龙泉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