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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驶在康巴高原上，风景
如画的窗外，一头头憨态可掬的牦
牛，成了这幅画中亮丽的点缀，煞
是好看。

地处攀西平原与青藏高原过
渡地带的九龙县，雨量充沛，日照
充足，自然资源富集，天然草地面
积有460.82万亩，可利用草地面积
有 416.58 万亩。数千年以来，牦牛
选择了这里，与这里的人们相伴相
随，在自然条件严酷的地区，形成
了高原生态系统，与自然和谐相
处，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九龙牦牛名声在外，是我国横
断高山型牦牛品种的代表，被列为

我国五大牦牛品种之首，通过了
“九龙牦牛”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九龙牦牛体格壮硕，比其他
品种的牦牛大 30%左右。”九龙县
农牧和科技局高级畜牧师甘万华
向记者介绍，九龙牦牛是生长速度
最快的家牦牛，也是海拔分布最
广、垂直距离最大的家牦牛，海拔
2200—4400米均有分布。

九龙牦牛擅长翻山越岭，在
“世界屋脊”之上，取食着草原的地
表植被，喝着康巴高原的雪水，呼
吸着纯净的空气，经过高寒地区 6
至 7 年的纯天然生长，牦牛肉高蛋
白低脂肪，富含矿物质、氨基酸，多

项指标远超普通黄牛和其他地区
牦牛品质。

立足资源优势，九龙县大力培
育发展牦牛产业，2018 年成立隆
之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牵头打造
九龙牦牛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该
产业园覆盖全县所有乡镇，惠及全
县所有农牧民群众，包括种质生产
基地、种公牛基地、饲草饲料基地
等。目前，九龙已养殖牦牛 7 万余
头，通过“合作社+农户”的供销模
式，培育 4 个牦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建成 3 家牦牛深加工企业和 1
个九龙牦牛种质资源场，牦牛产业
初显规模。

湾坝镇村民次仁扎巴家里养
着近 90 头九龙牦牛，每年能出栏
10 头。“加入产业园后，不愁销路，
平时还有技术指导。”次仁扎巴说，

“牦牛的肉、内脏、角都能卖，一头
牦牛能卖到1万多元。”

在呷尔镇扎日村桥棚子组，九
龙牦牛屠宰基地项目正快速推进。
该项目总投资 4124.22 万元，建设
用地面积约38亩。该项目实施后，
将改变九龙县无标准化屠宰场的
历史，带动规模养殖户 300 户，解
决当地农牧民群众就业 3000 人
次，为村集体 12 个入股村分红 30
万元，直接带领180余人脱贫致富。

牧民增收有盼头
牦牛驮出小康路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周燕

大雪已至，寒意渐浓。

在海拔4500多米的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

的天然牧场上，某公司9月在当地收购的牦牛

正悠闲地行走在蓝天白云下，尽情享用着大自

然恩赐的美食。

看到它们，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集体牧场

专合组织的村民洛绒心里暖意融融。因为在这

些牦牛中，就有他家的10头。

今年，洛绒养殖的100多头牦牛，有10头

要出栏，他原本还在为销售担心，但在3个月

前，某公司就提前对接好了，这个月准时收购。

牦牛变成了现钞，洛绒心里都乐滋滋的，生活

更有奔头了。

牧民生活有奔头的背后，离不开我州农牧

产业工作持续助力。

近年来，我州实施双品牌战略，着力推

进“圣洁甘孜”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全力推进

藏字号、乡字号、土字号农特产品，全州17

个县（市）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整体认定，

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115万亩，累计登记

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99个。其中，无公

害农畜产品133个、绿色食品15个、有机农

产品 40 个、地理标志产品 11 个。“四川扶

贫”商标农产品71个，“圣洁甘孜”成为全省

十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理塘县被中国畜

产品流通协会命名为首个“中国牦牛绒原料

生产基地”。

走出牦牛产业脱贫路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甘孜日报讯 “‘金沙林海千姿百态，天
然白玉万象更新’，我们诚邀各位领导、各位
嘉宾和各界朋友，持续关注白玉、了解白玉、
走进白玉，与我们一道共享高原珍品、共尝白
玉黑山羊！”12月23日，由白玉县委、县人民
政府，成都市武侯区委、区人民政府和四川旅
游学院联合主办的白玉黑山羊美食文化节在
成都市武侯区顺利开幕，白玉县相关领导向
现场各界朋友发出诚挚邀请。

此次美食文化节旨在通过文化宣传、资
源推介和美食品鉴等方式，在让“高原黑珍
珠”白玉黑山羊走出大山，走上成都市民餐桌
的同时，也让成都市民深入领略康巴风情、品
味白玉特产和美食。

活动现场，嘉宾们在民俗文化中穿梭赏
玩，于美食前流连忘返。独具民族特色的市集
展位上健康营养的白玉黑山羊肉、浓醇香郁
的白玉藏菊和琳琅满目的民族手工艺品引得
在场嘉宾争相购买。而一旁的烹饪大师早已
备好了以清蒸、爆炒、红烧、煲汤等多种方式
烹制的白玉县黑山羊、昌台牦牛肉、白玉藏
菊、菌类等当地特色美食，香味四溢。

随后，白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对白玉县
文商旅产业资源及黑山羊幼仔认养项目进行
了推介，一幅“游客斜阳里，驰驱忘倦行”的白
玉画卷在嘉宾眼前徐徐展开，康巴高原深处
的秘境仙踪令在场嘉宾心驰神往。会上，白玉
县农发公司还分别与伊藤洋华堂、王府井购
物中心、钦善斋等成都大型商贸零售、餐饮酒
店企业签订供销合约，让成都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用来自雪域高原的美味珍馐，品鉴别
具一格的藏地风情。据白玉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武侯区将在伊藤洋华堂、王府井等大型卖
场和重点餐饮企业开展白玉县黑山羊线下专
区特卖活动，让白玉黑山羊走进千家万户，消
费者也可以通过“白玉藏品”微信公众号进行
线上购买。

据了解，白玉县曾是“三区三州”特困县
和全省 45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自然条件恶
劣、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
落后和贫困程度深是长期制约白玉发展的主
要瓶颈。党的十八大以来，白玉县对标“两不
愁三保障”，严格落实“六个精准”，扎实推进

“五个一批”，累计落实各类扶贫资金33亿余
元，实施脱贫攻坚项目8000余个，全县基础
设施全面改善、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群众生产
生活水平得到稳固提升。

白玉县的脱贫成果离不开武侯区的倾力
帮扶，近年来，武侯区汇集各方力量，全方位、
多领域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有力推动白玉县

“一园区三基地一中心”的现代农牧产业体系
建设，与白玉县携手打造“白玉藏品”品牌，推
动白玉黑山羊、白玉藏菊和昌台牦牛等特色
产品，成为盛德“三宝”，为白玉县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大助力。
白玉县融媒体中心 记者 岳诗蕊 张亚贤文/图

品味珍馐 探寻秘境
首届白玉黑山羊美
食文化节在蓉开幕

甘孜日报讯 自脱贫摘帽后，雅江县持
续把巩固脱贫成果作为最突出的发展任务、
最紧要的民生工程,科学谋划,尽锐出战,聚
焦重点人群,实行重点工作机制,最大限度保
证巩固脱贫成果。

决战决胜脱贫，确保全面同步小康。扎实
开展“回头看”“回头帮”，坚决确保脱贫成效
得到群众认可并经得起历史检验。严格按照

“四个不摘”要求，持续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促进社会繁荣，各项事业再创佳绩。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投资2030 万元，加快3个乡
镇中心校、6所村级幼儿园建设。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投入2000万元，完成县中藏医
院老年病康复诊所、乡（镇）标准卫生院等项
目建设。

心系困难群体，社会保障更有温度。坚持
就业优先发展，巩固、开发各类公益岗位
2380个，新增城镇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498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0%以内。持续扩大“五大保险”覆盖面，力
争城乡医疗、养老保险参保率分别达 99%、
90%以上。

县融媒体中心

雅江县

聚力巩固脱贫
“摘帽”成效

从原奶检验、杀菌到灌装、包
装，再到智能仓储，全流程鲜见工
人踪影，全部由机器自动化完成生
产……日前，在蓝逸公司生产车
间，记者充分领略了最新乳品科技
生产线的“好手艺”。

在平均海拔 3000 多米零残
留、零污染、零公害的草场中生
活 ，使 牦 牛 奶 成 为 不 可 多 得 的

“奶中佳品”。近年来，蓝逸公司
依托得天独厚的牦牛乳资源优势
和区位优势，在我州落地生根并

枝繁叶茂。
秋吉罗珠是康定市俄达门巴

村的牧民，家里一共8口人，家庭主
要收入来源依靠售卖酥油和奶渣，
一年收入 3000 余元，他曾经是建
卡贫困户。2016 年以来，在蓝逸公
司的带动下他家每年仅靠售卖新
鲜牦牛奶收入就达到上万元，顺利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每天清晨，秋吉罗珠一家人
总会早早起床挤好牛奶，并准时
将新鲜的牦牛奶送到位于折多塘

村的蓝逸高原食品有限公司情歌
牧场工厂。秋吉罗珠说，蓝逸公司
收购鲜奶后，自家产的牦牛奶有
了固定的销路，饲养的牦牛也增
加了 30 头，一年下来，养殖收入
近 10 万元。

康定蓝逸高原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 8 年来，坚持以农企合作新
模式助力甘孜特色精准扶贫产
业，直接带动牧民收益。按照“康
定总部、全州布点、全国销售”的
战略布局，制定了相应的牦牛产

业发展规划，实现以康定牦牛奶
产业园为核心，德格、理塘等牧业
县为奶源基地，覆盖全州各牦牛
奶产区的发展布局，签约牧民年
均收入 3 万元左右，最高的牧民
年收入达到 7 万元。

我州牦牛乳产业根植于全州
的绿色生态，通过产业链将农牧
民、牦牛乳企业联结起来共同发
展，将“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转变
为“金山银山”的财富优势，并在草
畜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铺就牦牛绒产业致富路
“以前我们一直为牦牛掉下的

毛绒头疼，没想到现在还变成了
宝。”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村民格
拿一边数着卖40多斤牦牛绒得到
的1900多块钱，一边高兴地说。

我州牦牛养殖量大，牧民除了
牦牛肉能够售卖获得经济收入之
外，牦牛绒等往往都被闲置或丢
弃，未能产生经济价值。牦牛绒因
其柔软、保暖、防水、防风、防腐、透
气、吸光的优良特性，近年来已被
广泛应用于服装生产领域，已被社

会各界广泛认可，如今牦牛绒的开
发前景十分广阔。

为有力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
代草原畜牧业转变提升，理塘县大
力培育产业经营主体，建立产品销
售机制。2017 年，推动成立亚吉牦
牛绒加工有限公司，通过公司联结
牧民和市场，探索建立“公司或乡
镇，或村，或合作社，或农牧户”直
接收购原绒富民惠民机制，将牦牛
绒有效转化为经济效益。

以前，牧民们一直为牦牛掉下

的毛绒经常让牛吃草时吃到肚里的
问题头疼，如今，实现变废为“宝”，
改变了草原“牛毛漫天飞，污染空气
质量”的恶劣生态环境。同时，坚持

“深入群众收购，打通最后1公里”
的理念，实施“零距离富民惠民攻
坚”工程，采取“上门收购与群众到
公司卖绒”相结合的方式，依质论价
收购原绒，促进牧民增收。

据了解，公司年收购牦牛绒支
出 700 多万元，解决 82 人就业。为
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免费为

老百姓开展纺织技能培训，培训人
数达200余人。按照一定的生产技
术标准和规格，发放纱线，并回收
群众手工纺织产品，实现群众“挣
钱增收在家里”的目标。

目前，牦牛绒产品销售情况良
好，在理塘及周边县所收购的近
3200万元的原绒，已生产价值1000
万元的牦牛绒制品和服装产品，实现
销售利润300万元。带动当地农牧民
群众人均增收500元，并解决了当地
50余名贫困户就业难问题。

牦牛乳产业托起小康路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州
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高质
量发展工作，更是把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作为助力脱贫奔康、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农业
的基础性工程来抓。道孚县乘
势而上，在八美镇、泰宁镇建立
了美德高原蔬菜现代农业园
区，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的“菜篮子”。

站在美德现代农业园区大
门向远处看去，一片片平整肥
沃的土地铺展在山谷中，吸饱
水之后的莴笋在田野间舒展自
己的腰身。眼前这种大棒、耐
寒、高产的正是农业园区的主
打蔬菜产品高原三青莴笋。

“以前这里种植的都是青
稞、豌豆等传统作物，青稞一亩
产量 150 公斤左右，收入也就
500元到600元。”鸿运农业专
业合作社胡建伟说。在经过多
方实地调研和研讨后，2019年
道孚县实施了以八美镇和泰宁
镇为中心打造美德现代农业园
区的规划，引进13家农业企业
入驻，以每年520元/亩的价格
流转了1.1万亩土地，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帮助老百姓增收致
富，实现园区单位土地生产效
益为每年每亩 2492.03 元，比
当 地 土 地 生 产 效 益 平 均 高
113.33%，达到单位产出效益
高出当地平均水平 20%以上。
其中增收效应最好的要数鸿运
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莴笋
了，以2.4元一公斤的价格，远
销成都、重庆、上海、广州等地。

胡建伟告诉笔者，园区用
工量一天最多可以达到100余
人，一年的用工量可以达到几
千个，按照一天100元来计算，
园区一个月就要支付 40 多万
元的务工费，从一定程度上来
讲，极大地增加了当地老百姓
的收入。

据悉，园区还修建了加工
车间，实现农特产品次品筛选
以及分拣、打捆装箱，同时还
修建了 11 间冷藏库，整个库
容总量达 2100㎡，一次性储
存量达 800 吨，开辟了冷链物
流，目前运输各类蔬菜已达
8000 余吨，确保消费者吃进
嘴里的每一口蔬菜都是新鲜
的，实现了园区从传统农业向
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转型升级成功后的美德特
色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将现有的
土地资源与新型的种植技术、
新型的物流路径等模式有机结
合，既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就业
难问题，同时也积极提供具有
指导实践为一体的教学平台，
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接纳新品
种、掌握新技术，通过变”输血

“为”造血“，为当地农户打造了
一条惠农富农之路。

县融媒体中心

万亩农田转型升级

道孚县编织
脱贫致富
“菜篮子”

牦牛绒加工生产车间。本报资料库图

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