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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海拔4000米的正斗乡正斗村
正斗坝子草场，乡城光伏电工程基地，数十万
块安装好的深蓝色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沐浴
阳光，整齐列阵，蔚为壮观。

数十万块太阳能光伏电板纵横大草原，铺设
出乡城发展的神奇的梦想。乡城光伏电工程基地
规模为光伏电和风电共400万千瓦，工程投资17
亿元、装机21万千瓦、占地6500亩。“太阳能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正斗坝子海拔高、
光照强，光照时间能达到10个小时，比其它地方
足足多了4个小时，有了这样好的资源条件发电，
可以为乡城造福、为百姓谋利。”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下属的乡城新能光伏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涛告诉记者，装机21万千瓦的光伏电工程年发
电量可达3.36亿度电，可实现年产值近2.5亿元。

昔日荒山放牛羊，今日“金山”种“太阳”。
光伏电的神奇让乡城群众备受鼓舞，正斗乡普
龙村贫困户格绒曲扎高兴地说：“只要有太阳
晒着，就能发电变钱，就能给我们带来利益。这
个光伏电啊，真是一个‘金’太阳。”

格绒曲扎说这话确实是深有体会，因为光伏
电的建设给让乡城群众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大
红利。格绒曲扎以前没有打过工，光伏电工程基地
建设开展后，他在县、乡组建的“金孔雀”劳务公司
的支持下，拜师学艺学会了开挖掘机，花18.3万买
了一台挖掘机在光伏电建设工地务工。“我一个月
有1万8的收入，这是以往做梦都想不到的收入。”
据他介绍，以前全村会技术的只有两人，现在普龙
村有13人会开挖掘机、9人会开大车。

“从正斗光伏电项目工程建设以来，推行
务工扶贫，两村162户，户户都有务工人员，村
民务工所得达到500万元。剩余劳动力输出、实
用技术培训、集体经济培育等各项工作有了长
足发展，实现了普龙、勒斗两村牧民群众家门
口创收。”正斗乡乡长扎仁多登介绍说。

不只是暂时的就业，更有长远的利益。
光伏电建设租赁牧民草场，租金为每年

100元/亩，租赁草场达6500亩，草场租金达65
万元。因为整个光伏电项目工程属于“飞地”项
目，建设指标涉及乡城、德格、色达、石渠、新
龙、康定诸县（市），除去其他县（市）指标，两村
每年每户草场租金收入可达3500元。

光伏电项目工程的建设还实现了“志智双
扶”。通过参与光伏电建设，为两村锻炼了一支
建设队伍，这支队伍能吃苦耐劳，并逐步掌握
了建造技术，能承担一定基础设施建设，既增
加了收入，又学会了致富技能；群众在参与建
设中逐步改变了好逸恶劳的陋习，并学到了致
富技能，有了强烈的法治意识和市场意识，激
发了广大牧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改变看得见，改变意义深远。两村牧民群
众“脱胎换骨”，一个工程富了一方百姓，一个
工程变了一方百姓。

21万千瓦装机光伏电，除正斗正午公司5
万千瓦装机属于商业项目外，16万千瓦装机光
伏电属于扶贫项目，16万千瓦装机发电年收入
的一部分将作为扶贫资金，惠及全州贫困户，
乡城县2058名贫困群众从中受益。

“我们不仅要把正斗光伏电工程建成一个具
有特色的光伏产业带动生态建设基地，更要发展
旅游业，建成光伏观光旅游示范基地，成为源头
活水，成为真正的阳光产业。”曹建奎目光向远。

横竖成行的光伏发电板整齐地排列着，熠熠
生辉，好似一片蓝色的海洋。这是丰富的能源、这
是幸福的光照，正源源不断地为甘孜、为乡城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美好幸福注入不竭动力。

乡城县产业发展综述
无边光景日日

11月8日，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在官网推出了关于拟批
准11家景区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的公示，我州乡城青德藏
乡田园景区荣耀上榜。

这是乡城县发展旅游产业
结出的累累硕果。

近年来，乡城县发展富民产
业，从生态农产到特色旅游、从
藏乡田园到光伏矩阵、从“提篮
小卖”到产业“长廊”……产业发
展显生机，入眼风景竞丰盈。

闻声而动，万物生长。乡
城，正演奏着一部宏大激扬的
产业发展协奏曲。“乡城产业
号”正驶上业兴民富的快车道，
迎着浩荡东风急速前行。

行走在乡城产业
“长廊”，笔者感受到强
劲勃动。乡城产业挖掘
底蕴，传统产业不是“老
态龙钟”；勇于创造，新
兴产业更是后来居上，
新旧交织，相得益彰。

产业态势优不优，
良性发展是关键。乡城
坚持“错位发展、特色发
展、创新发展、绿色发
展”理念，全方位、多层
次、高品质发展，形成活
力旺盛、布局协调、结构
优化、生态优美、品牌优
质、人民普遍受益的发
展新格局。

产业发展好不好，
富民“尺子”去衡量。产
业发展有势头，群众从
业有奔头，乡城以增收
为核心，以规模为基础，
以科技为支撑，以农业
高产高效为目的，多渠
道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
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资
产性收入，走出一条因
地制宜、多元发展、全面
见效的产业富民路子，
让 群 众 收 获“ 真 金 白
银”，享受产业发展带来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以往是“一方水土
养活不了一方人”，现在
是“一方水土富了一方
人”。在乡城，笔者看到
富民产业汇聚起乡村全
面振兴的磅礴力量、激
发起群众主动作为的奋
斗热情，让净土香巴拉
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阳光和煦，铺展一片灿烂，一样灿烂的
还有乡城群众脸上的笑容。11月11日，乡
城县青德镇热宫村上坝120亩酿酒葡萄示
范种植基地。村民正在有说有笑地采摘葡
萄，累累果实充盈着甜蜜的味道。

田间管理员洛绒益西介绍，乡城县现
有酿酒葡萄示范种植基地面积500亩，产
葡萄250吨、产值达200万元。

正在采摘葡萄的热宫村村民拥忠告诉
笔者，她家有7亩土地租赁给亚丁红酒庄
种植酿酒葡萄，每亩获得土地租赁费用
1500 元，她在葡萄种植园打工，每天 100
元、每年打工100天，两项相加收入达2万
余元。

“原来种玉米、青稞，每亩地收入就七
八百元；现在把土地租出去，收入翻了番，
打工还有一大笔收入，轻松多了。”忙在园
里、甜在心里，拥忠现在已熟练地掌握了种
植技术，种出了乡城“最甜”的葡萄。

机器轰隆，亚丁红酒庄葡萄酒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在对“拥忠们”种植出的“最
甜”葡萄进行拣选、洗涤、粉碎、入罐、储存。
亚丁红酒庄生产负责人冷恩洛绒介绍说，
酿酒葡萄产业覆盖乡城县3个乡镇4个村
137 户近 1000 人，实现人均增收 2000 余
元；酒庄年产亚丁红红酒 100 吨，产值
2500万元；“亚丁红”已成为各高端商务平
台的“座上宾”，年年卖脱销。

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摘下一个，一
口咬下去，甜到心里。11 月 12 日，海拔
3450米的乡城县带顶通万亩果园里，100
余名村民正在忙碌地采摘、戴网套、贴商
标、装箱。从成都来的收购商的卡车正准备
把乡城苹果运往各地。

乡城苹果以色泽艳丽、香味浓郁、便于
储存而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乡城县德园
经济林果公司负责人周军告诉笔者，共种
植乡城苹果4000亩，今年有600亩挂果，
产量达 60 万斤、产值达 180 万元；再过 3
年，4000多亩苹果将进入盛产期，年产量
将达到 320 万斤。原生态的乡城“糖心苹
果”早已自带“名片”，引来成都、重庆、深
圳、昆明等地的企业上门预定，“乡城苹果
俏得很，不愁销路”。

4000 亩苹果园用工量最多的时候可
达300 余人、最少的时候每天20余人，年
支出务工工资170万元，务工群众每年都
有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收入。不少群众在
果园里学到技术后，利用荒坡地发展起自
己的苹果种植园。

针对苹果发展规模，果园旁建设了储
量300万斤的冷链库，苹果收获季对周边
群众种植的大量苹果进行收购储存，在盈
利的同时，让群众种植的苹果不愁销路，让
苹果种植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产业。

不只是“低头种地”，更是在“抬头看
路”。乡城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按照“南种
北养”的发展思路下，从空间上布局产业发
展，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确立了“一乡
一主导业、一村一品牌”，各乡镇结合优势资
源、形成各具特色畜、粮、油、果、禽、菜的产
业化发展格局。按照市场需求错位发展、差
异发展，推动常规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变。

以规模强优势，以规模树品牌，以规模
增效益。按照规划，乡城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20000亩、葡萄种植面积达500亩、蓝莓种
植面积达500亩、藏猪存栏5万头、藏鸡存栏
5万羽。该县先后建成了青德10000亩高原
特色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青麦2000亩中
藏药基地，尼斯500亩蓝莓基地，酿酒葡萄
产业基地、白依藏猪国家级种源保护区、藏
鸡品种保护养殖区等农特产品基地。目前，
全县有省级龙头企业3家，各类专合组织99
个，在致力于农产业发展和农产品加工中，
一批本土企业得到发展壮大，农民在种养殖
场务工学到了实用技术。乡城生态农业产业
正逐步实现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专业
化、一体化、规模化，成为产业发展“大蓝
筹”，走上良性发展的上升通道，一条高效特
色生态农业发展画卷在徐徐铺展。

◎乡城县委中心报道组
冯广 何才华 文/图

11 月 12 日上午 9 点，暖暖
的阳光洒进了乡城县青麦乡巴
吾村康萨庄园。村民阿着木呷正
忙着招待从珠海来的游客梅海
明夫妇享用午餐，农家饭、藏式
小菜，客人吃得很开心。梅海明
说：“康萨庄园很出名，我是慕名
而来的，果然名不虚传。”

康萨庄园是香格里拉旅游
环线上的著名民宿酒店，也是
乡 城 发 展 特 色 旅 游 的 成 果 。
2013 年，阿着木呷腾出家里的
三间卧室，搞起了小规模的民
居接待。现在康萨庄园规模已
经达 3000 平方米，有客房 25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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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为阿着木呷带来
70多万元收入。

阿着木呷富了，“龙头”效应
迅速凸显出来。为了更好发展民
宿经济，在政府的扶持和阿着木
呷的带动下，该村 24 户村民加
入了民宿服务行列。将种植的蔬
果卖给阿着木呷家，或在阿着木
呷和政府的指导下发展民宿，村
里家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乡城县被称为“康巴江南”。
远离浮华的白色藏房、广袤无垠
的田园藏乡、经风历雨的菩提古
树，变幻多彩的藏地阳光，淳朴好
客的康巴人家，蓝天白云和洁白

哈达，乡野间的鸟语花香，这是乡
城独有的魅力。自然风光旖旎俊
秀，民俗风情多姿多彩，使得这片
神秘的香巴拉净土成为了褪去繁
华、返璞而归真的野奢之地。

近年来，乡城县深度挖掘
位于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腹心
地带地理优势，走“农旅结合、
产村相融”的特色旅游发展路
子，打造藏乡田园旅游目的地，
以全域旅游带动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成为香格里拉旅游环
线游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11 月 13 日，漫步在青德镇
仲德村，别具一格的“皈院”矗立
在藏香田园间，显得十分光彩夺
目。住在皈院的钱萍女士来自广
东，她感叹到：“在净土香巴拉乡
城，我找到了诗与远方！”

2017 年，乡城县旅投公司
以租赁的形式，与青德镇的农
户康则达根签订 20 年租约，成
立了“皈院”藏香田园民宿。乡
城县旅投公司投资 200 余万
元，将闲置的藏房三层、四层和
庭院进行改造，重新设计布置
了卧室、观景阳台、休闲吧等。

在改造之后的白色藏房院
落里，有特色的山景房、视野开
阔的观景窗、可以沐浴藏区阳光
的观景阳台，潺潺的溪流，山间
的鸟语和花香，无一不展现“康
巴江南”远离喧嚣的纯净美好。
在房屋内部，现代化的元素将高

品质的生活与藏区风光完美的
融为一体，入住民宿的游客在享
受生活的同时又能更好地了解
香巴拉文化。

一期火遍市场，二期迅速面
世。在整个二期里，数栋崭新民宿
隐藏在一个小果园里。蓝天白云、
远山近树，小桥流水，一方镜湖，
成为高端民宿群落生动的注解。

典范带动，跟随者众。引山
泉、架小桥、养鲤鱼，小桥流水人
家的意境引人入胜。像七湖花园
这样的农家民宿在县城有二十
余家。七湖花园老板杨洪霞表
示，时代在发展，民俗接待必须
考虑功能性和舒适度，实现全方
位和高品质服务。

风景成为“钱景”，“美丽经
济”在乡城蓬勃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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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历史新高。如今，青德镇藏乡田
园青德藏乡田园景区成功创建
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更是为
乡城旅游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乡城县委书记曹建奎说：
“全域旅游，既是美美与共，更是
各美其美。乡城以独特的旅游形
态，保护了游客的感受，也保留
了本地群众的幸福，是最好的旅
游产品。在保护原生态、保卫原
文化、保留原住民、保持原产物
的状态下，分别实现了游客和居
民身心的幸福融合。”

特色旅游筑“风景”
万众瞩目香巴拉B

“金色”光伏添活力
群山向阳镶彩屏C

生态农产成名片
藏乡田园舒画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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