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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三江六带”行走

炉霍县瓦达村

特色民宿点亮乡村“美丽经济”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村庄

笔记

炉霍县充古乡位于县城西

南方向，达曲河畔，国道317线

旁，是交通要道，也是历来去藏

抵青之要衢。平均海拔 3520

米，耕地面积7020.71亩，辖9

个行政村。这里有独具特色的

自然风光，有巧夺天工的民居

建筑，还有返璞归真淳朴的民

俗风情。

充古乡境内有省级自然保

护区卡萨湖，湖面积1.09平方

公里，是我省高原湖泊中唯一

的一个水禽较集中的湿地，国

道 317 沿线最大的水鸟栖息

地。卡萨湖的四周被多种文化

所包围，记载着数千年的历史，

是高原地区难得的文化自然生

态观光的理想目的地。

1984年，炉霍县修建卡萨

湖水电站时发现迄今为止最大

的石棺墓葬群，发现了石棺墓，

并发掘了海螺、海贝和珊瑚等

文物。石棺墓依地势分南北两

个墓区，为更好保护已进行了

回填。相关部门初步推测为春

秋战国墓葬群。

“崩科式”藏族民居独具特

色，非常吸人眼球。雕梁画栋，

华美、富丽、精致，它们内部的

绘画和雕塑，都是巧夺天工的

艺术品，令人惊叹不已。能工巧

匠们的精湛技艺构建了一幅跨

越时空的历史画卷。

今年以来，充古乡举行了

高原湿地自行车赛、赛马比

赛，参赛者们在美丽的湖光山

水之间上演速度与激情，共同

体验“草原上的运动会”的独

特魅力。

茂密的森林，迂阔的河谷，

广袤的草场，遍地的野花，在蓝

天白云的掩映之下敞开她柔美

的怀抱，拥抱着每一位远道而

来的客人。

乡约

炉霍县充古乡

改革激活一池春水
三村合一让寸土生寸金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文 王继祥/图

白呷是炉霍县充古乡阿都
村人，现任阿都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说起白呷，十里八
村的乡亲无不对他竖起大拇指：

“这个老头可能干了”“以前是收
药 材 大 户 ”“ 我 们 的 致 富 带 头
人”……这样的评价不绝于耳，
而他的奋斗故事也被人们津津
乐道。

年近60岁的白呷黝黑瘦削，
提到与中草药的情缘，他告诉记
者：“我 20 多岁时就开始上山挖
药材，后来有钱了就在我们村和
甘孜县、色达县尝试收购药材，一
干就是二十多年，那个时候我就
与中草药结下了‘缘分’。”

年轻时，白呷常去山上挖药
材，挣到钱就在村里做药材收购
生意，同时，他还和妻子种了几
亩青稞。那时候，他就经常想，炉
霍、甘孜、色达的日照条件好、昼
夜温差大，适合中草药生长，自
己何不尝试包山采挖中草药呢？
这样一来，药材价格可以卖得更
高一些，减去中间“二道贩子”赚
的差价。

就这样，白呷在家人的鼓励
下踏上了创业路。经过去外地实
地考察和学习，白呷“摸着石头过
河”，他先在邻近的甘孜县承包了
一座山地挖药材。他的这一举动
在村里引起了“轰动”，大家纷纷
议论包山挖药材可没人做过，能
赚钱吗？面对大家的质疑，白呷没
有灰心，而是选择埋头苦干。聘请
村民上山挖药材、挑选、晾晒、加
工……他每天起早贪黑，一心扎
在药材收购里。日子一天天过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药材生意
也收入可观。

“一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大
家富才是真的富。”在自身发展
的同时，白呷没有忘记自己的社
会责任。为了让更多的村民及当
年的贫困户受益，一方面，他在
山地承包区域选择上，重点向贫
困户倾斜，尤其是对年老及多病
丧失劳动力的贫困户优先；另一
方面，在采挖、收获、晾晒、加工
整个过程中需要一定数量的工
人，在劳务用工方面优先考虑雇
佣贫困户，让他们有稳定的工资
性收入。

“当场结付药材款、每斤药材
价格要比其他收购商高几毛钱
……一时间，我们很多村民都愿
意把采挖的药材卖给白呷，并表
示要跟着他一起干，而他总是倾
囊相授、悉心帮助。”村民洛绒格
勒说。

“当年，我家的两个孩子在县
城读书，阿妈年纪大了，种不了
地，我的生活压力挺大的。后来跟
着白呷，我每天都可以上山挖药
材挣钱，阿妈就在村里帮忙晾晒
药材，她每天的劳务费是 180 元
左右，加上我挣的，一天有四五百
元的收入。”洛绒格勒告诉记者，
白呷除了聘请有劳动力的村民上
山挖药材，还聘请年纪大、体弱的
村民到他家晾晒药材。这一年，他
获得了满意的收益。

后来，阿都村的村民开始修
房子、养牦牛，生活越过越好。

人物

白呷
与中药材有
不解之缘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白呷（中）和村民在一起。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这样的意境燃起很多游
客对乡村生活的向往。

走进位于国道 317 线旁的炉
霍县虾拉沱镇瓦达村，“崩科”藏
式民居错落有致，通村水泥路蜿
蜒盘旋，行走在生态步行游道，绿
水青山，山野田园，赏花观景，体
验农趣，享受慢节奏的生活……

2021 年，瓦达村被炉霍县确
立为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对象后，
成都市锦江区先后投入 320 余万
元，按照国家3A级景区标准，深入
挖掘该村红色历史、民族文化、村
风民俗，打造规范化、集成化、功能
化、现代化的“一中心两广场”党群
服务综合体。同时，通过支部共建、
党员“轮值”驻村、资源互联等方
式，帮助该村加强基层党建，带动
15户村民参与民宿产业开发，建成
炉霍县第一个规模化、体系化、市
场化的藏式特色民宿接待群。

要想发展，就得做到保护和
利用相结合。“当时就想，留着这
么好的生态资源荒着浪费了，得
把瓦达做成‘崩科’文化的博物
馆，让游客在这里沉浸式体验传
统农耕文化，从中拓展村民们就
地创业就业渠道，增加收入。”瓦
达村驻点干部王宾告诉记者，一

方山水养活一方人，大家说干就
干，交通不便就先修路，没有住的
就改建民宿，目标就是让游客来
到瓦达村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玩
得开心。

“瓦达村的水磨糌粑在炉霍
县有名，在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把以前的传统式老磨坊
改造成了现在的新式水磨坊风情
体验区，以便于游客打卡体验。”
王宾表示，瓦达村在打造民宿品

牌的过程中，依托自然景观、人文
资源、生态环境、民俗展示、磨坊
文化、制作民族特色手工艺旅游
产品（唐卡）等，积极向客人提供
特色住宿、个性化休闲服务与多
元化旅游体验，以情怀吸引人，以
服务留住人。

这几年，在炉霍县委、县政府
和成都市锦江区第六批对口支援
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下，瓦达村结
合村里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党建引领，
村里构建起“党支部+村集体+企
业+农户”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形成一村多品支柱产业。同时还
培育本土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
业人才，让老百姓实现家门口就
业。2022年，瓦达村接待游客6万
余人次，成功申报国家AAA级旅
游景区。

如今的瓦达村，藏寨古朴、村
道整洁，漂亮的广场记录着红色
文化，更展现出文明风貌，别具一
格的“崩科”藏式民居民宿更是让
曾经寂静的乡村再度活跃起来，

“崩科”也成为炉霍县民宿的知名
品牌。而这里的传统文化在流动
升值中，不断得到传承发扬，有力
助推瓦达村的产业发展。2022 年
集体经济带动人均增收 800 元，
15 户民宿今年已接待游客 3000
多人……

目前，炉霍县将瓦达村作为
“崩科”藏式民居建设试点，以点
带面带动该县持续推动乡村庭院
美化行动，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探索
传统村落利益共享，坚持保护与
发展相结合，发展乡村旅游等特
色产业，让居民充分享受保护发
展红利。

6月，播种没多久的青稞田里
一片嫩绿，孕育一年的希望，给炉
霍县充古乡带来一片生机。

“我们乡托管了 4000 亩土
地 ，其 中 个 体 农 民 入 股 土 地
2634.79亩，集体土地1365.21亩。
过去真不敢想。”在充古乡大都
村，充古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拥格
拉吉告诉记者。

拥格拉吉的这番感慨，源自
今年该乡实施的三村合一土地
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
产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今年以来，充古乡结合“133”
产业发展思路，推进三村合一土
地改革，在阿都村、青卡村和各汝
村，以农户承包土地的确权亩数
入股方式与联合合作社签订托管
协议，联合合作社找第三方公司
签订全程机械化种植协议，进一
步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综合
利用率和规模效益，既筑牢粮食
安全根基，又为特色农业发展探
出新路。

充古乡种地成本高，收入仅
能满足温饱，村里年轻人纷纷外
出务工，“谁来种地”成为困扰基
层干群的一道难题，粮食安全受
到挑战。

“地里石头多、地块分散，以
前不觉得麻烦，因为没有机械化，
村民都是牵着牛耕种。很多时候
只能‘看天收’，收成很差。后来，
村里外出打工的人逐渐增多，耕
地撂荒渐增。”拥格拉吉告诉记
者，外出务工挣钱成了充古乡大
部分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种地
的意愿越来越低。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土
地碎片化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
展。“田地太碎了，很多地方收割
机下不去，收一户的青稞，往往要
跑七八个田头。”拥格拉吉告诉
记者，在路上浪费掉的油钱，不仅
使农户付出更高的成本，也大大
降低了农机使用效率。

“去年，我们到虾拉沱镇虾拉
沱村，看到数台机械在地里来回穿
梭，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不一会

儿就把一大块待播的土地完成全
流程耕播。”拥格拉吉说，“通过学
习文件和实地考察，我们的眼前一
亮：原来还可以这样种地！”

“村里发展遇到的各种困难
和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
拥格拉吉说，“三村合一、小田变
大田”犹如关键的棋子，一子落下
后，激活了土地，搞活了全局。

2022 年，拥格拉吉同村“两
委”干部在阿都村、青卡村和各汝
村召开村民大会，围绕三村合一
土地改革，向持反对意见的村民
讲法律、讲收益、讲感情。

“从法律上说，多开的地也是
集体所有，不存在所谓‘荒地’。”
拥格拉吉在入户宣讲时说，进行
三村合一土地改革后，会深耕农
田，打破了不同地块的等级区别，
今后的收益只会更高。

“三村合一土地改革关乎每
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若是因为一
两户不愿意就搁置了，伤感情更
伤钞票。”拥格拉吉坦言。

通过前期宣传动员，3个村的
村民都对三村合一土地改革举手
赞成。随后，充古乡成立了联合合
作社，开始调整测量土地，并让撂

荒地、田边地坎等成为联合合作
社集体产业、集体收入，激起改革

“一池春水”。
“最直观的好处是土地变多

了。”拥格拉吉告诉记者，经过重
新丈量，统筹解决了农户承包地
块四至不清、面积不实等问题。同
时，小田变大田后，由于减少了垄
沟、生产路、闲置地等无效面积，
让在确权中流失的撂荒地、田边
地坎等成为了联合合作社集体产
业和集体收入。

“3 个村的 4000 亩耕地由联
合合作社全程托管，联合合作社
同第三方公司签订全程机械化种
植协议，公司提供了耕、种、管、
收、售全程农事托管服务，全部实
现了农业机械化。”拥格拉吉说，
机械化种植不仅比人工种植速度
快、效率高，还能大大节约成本。

青卡村村民米多拉姆平时在
外打工，土地托管给了联合合作
社。“今年的种子、农药、化肥又省
下一大笔钱。多亏了三村合一土
地改革，投票赞成是对的，村干部
没骗我。现在我还能当‘甩手掌
柜’。”米多拉姆高兴地说，她家的
地全部托管给了联合合作社，每

亩地一年500元的托管费，还安排
她到第三方公司务工，每天给她
120 元左右。还有集体收益分红，
让她的日子越过越舒坦。

“我把地交给联合合作社来
‘打理’，就能长期安心外出打工，
他们也可甩开膀子大干了。”青卡
村村民更确生龙告诉记者，他的
女儿在县城读书，妻子长期在陪
读，现在他也可以去县城一边打
工挣钱，一边陪伴照顾妻女。

据介绍，土地托管的农户每亩
每年享受500元的托管费，并在联
合合作社统筹安排下解决村民务
工、集体收益分红，联合合作社按
照每亩600 元代管服务费支付第
三方合作公司，按照协议公司土地
预产量要达到每亩400 斤并返还
给联合合作社，在此基础上的增产
和增产奖补由联合合作社及第三
方共同收益，实现双赢目标。

三村合一土地改革在充古乡
的生动实践，有效盘活了农村土
地资源，促进土地要素的有效、高
效流转，不仅给家家户户带来更
可观的收入，还给农业现代化提
供了“深厚土壤”，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

村民在民宿酒店务工。

村民在青稞田除草。

瓦达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