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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进一步优化巴塘县
生态环境，建设“小康巴塘、开放
巴塘、法治巴塘、绿色巴塘、幸福
巴塘”，近日，巴塘县组织干部职
工来到河西山开展“2024年义务
植树暨美丽家园”活动，栽植各
种苗木共 2.7 万余株，以实际行
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

在濛濛细雨中，河西山植树
点党旗飘扬，人头攒动。大家满怀
热情、干劲十足，在技术人员的讲
解与指导下，三五一组、互相配
合，或扶正树苗，或挥锹培土，或
踩实新土，或提桶浇苗，各个环节
衔接有序、配合默契，确保每一棵

树苗都能成活，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

“此次植树活动紧紧围绕建
设生态文明示范县目标，采取1+
3+N 的模式，即 1 个河西崩玛泥
山县城植树点、3 条国省干道
G318、G215、S459，16 个乡镇义
务植树点。”县林草局办公室工作
人员介绍道。

据悉，此次植树活动共3天，
该县县级机关各部门，省州属行
政企事业单位，县属企事业单位，
驻巴部队及夏邛镇在河西山栽植
侧柏3223株，各乡镇自行选择辖
区内适宜地段，栽植臭椿、高山柳
2380 株，光核桃 20450 株，侧柏
280株，云杉1640株。

杨丹 文/图

巴塘县

“植”此青绿建美丽家园

努力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李书记，我筛
选了不少种植白芨的县市，觉得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和
我们的情况比较接近，可以去当
地学习一下他们成功的经验吗？”

“要得，我们带领有意愿种植白芨
的脱贫户一起去。”……近日，九
龙县烟袋镇桤木林村第一书记李
跃与村党支部书记李宗林经过商
议，拉开了一场跨省“取真经”之
行。

今年伊始九龙县就拉开了中
藏药产业发展的序幕，烟袋镇地
处县城东南部，大体以河谷亚热
带、山地凉温带气候为主，很适合
种植白芨。在李跃的大力宣传和
动员下，说服了桤木林村 8 户脱
贫户先行种植。可是人有了、地有
了，却没有技术和种苗，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通过调查了解，李跃发现烟
袋镇年均温度和年日照、年降雨
量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
县十分接近。南华县近年来创建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白芨种植技术十分成熟且有龙头
企业。这可把李跃高兴坏了，当即
联系村组干部、脱贫户代表一行
4人远赴云南省开展考察学习。

考察组一行选择南华县药材
种植龙头企业楚雄悦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白芨生态产业园作为本
次“取经”的目的地，实地参观考
察占地面积3000亩的白芨基地，
积极对接当地种植人员学习种植
技术、选取适合烟袋镇的种苗。详
细了解该企业吸纳脱贫户入股、
土地流转承包、提供就业岗位的
的发展模式、发展前景等。

通过考察，烟袋镇桤木林村
在该龙头企业购买了种苗 12 万
株，由8户脱贫户率先种植，种植
面积达15亩。“若种植收益良好，
我村将大力推广白芨种植，提高
村民收入，实现增收致富。”看着
脚下土地上绿荫荫的一片，李跃
信心满满。

景莉娟

九龙县烟袋镇

学习“取真经”
振兴“添动力”

甘孜日报讯 进入5月，康巴
高原又迎来一年一度的虫草采挖
季。连日来，理塘虫草采挖“大
军”携带一家老小，开着大大小
小装满行李的车辆，排队分批次
有序进山采挖冬虫夏草，他们将

“常驻”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
雪山，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虫草
采挖。

理塘县是虫草产区，虫草采
挖点多达 200 余个。每年 4 月底
至 6 月中下旬，理塘人有着自己
特有的季节：虫草采挖季。此时，
这座国道318线上的“世界高城”
春寒料峭，时而雨雪交加。但农牧
民群众依然满怀期待地骑着摩
托，开着拖拉机、面包车或小汽
车，带着帐篷、锅碗瓢盆……从理
塘县城出发，沿着318国道而行，
向着毛垭大草原方向前进。

每年虫草采挖季都有数万人
加入虫草采挖“大军”浩浩荡荡的
队伍。他们在寂静的山谷里安营
扎寨，然后往海拔 4500 米以上，
匍匐搜寻采挖那一根细细的、黑
褐色的“黄金草”。

冬虫夏草，与人参、鹿茸合称
为“中药三宝”。在网上，包装精美
的干虫草论克卖，4 根一克的虫
草定价200多元。而在山上，刚刚
采挖出来的虫草论根卖，品质好
的一根可卖上百元。冬虫夏草是
高原的馈赠，也是当地农牧民群
众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
这些虫草采挖“大军”隐没在寒冷
的茫茫草甸，寂静而又热烈，带着
神秘色彩，让人感受到这个季节
的“热气腾腾”……

记者 周燕

又是一年采挖季！

理塘农牧民
向着“黄金草”出发

春耕备耕忙生产 不负农时不负春

甘孜日报讯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
春耕生产已在甘孜大地全面按下“启
动键”。近日，全州青稞生产全程全面
机械化现场会在甘孜县召开，只见田
间地头，新农机驰骋、新农艺见效、新
农人添力，正将大地“翻新”一遍，铺展

“粮”辰“丰”景。
在甘孜县圣康田园综合体 3900

余亩的青稞地里，机器轰鸣、人流涌
动，拖拉机、液压翻转犁、撒肥机、联
合重耙、播种机等先进农业科技装备
纷纷亮相，翻耕、播种和施肥等一气
呵成。

与传统春耕不同的是，此次新农
机搭载了北斗定位导航系统和作业监
测系统，成为了春耕战场上的“主角”。
新农机高度参与春耕播种，不仅解放
了生产力，春耕还从传统向现代、粗放
向集约、低效向高效转变，为丰收打下
良好基础。

“此次现场会旨在以青稞全程全
面机械化技术模式来引领‘良田、良
种、良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建设
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川西北高原粮仓，
争创全国第一批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示范县。”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局长其
格如是说。

农技与农艺相融合，传统与科
技相碰撞。通过现场听、田里看、交
流讨论、农技现场培训的形式，为当
地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奉上一
场“农业科技盛宴”。特别是北斗卫
星定位加惯性导航等技术的运用，
就如机械装上了“天眼”。在县农牧
农村局技术人员指导下，机械车手
调转方向、松紧油门和刹车等，全部
轻松搞定。

据州农机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正
高级农技师高茂宏介绍，过去甘孜县
青稞生产主要以半机械化、人工为
主，从 2020 年开始，中心就在甘孜县
推广数字化、智能化农业技术和全程
全面的机械化技术。“今天作业的拖
拉机全部搭载了北斗无人驾驶系统
和作业监测系统，这些技术已经在甘
孜县和我州各县（市）普遍使用，不仅
显著提升了我州全程全面机械化水
平、‘耕、种、管、收’作业质量水平，而
且还推动了粮食作物的生产由全程
全面机械化，向高端化、智能化、智慧
化方向发展。”

新质生产力下的春耕“新把式”，
悄然展示了传统农耕方式在新时代的
变化，也呈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

据了解，圣康田园综合体是甘
孜县的青稞万亩高产核心基地（之
一），该县将以这个基地为核心引领
国道 317 沿线 14 万亩的百里青稞画

廊建设。为此，该县采取了五个方面
的措施，第一是建设良田。截至目
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7.4 万亩，剩
余的 8.2 万亩将全面建成高标准农
田；第二是推广良种。已建成全国涉
藏地区最大最好的青稞制种中心，
依托这个制种中心，主要推广康青
9 号、康青 11 号、藏青 3000 等品种；
第三是推进全程全面机械化。依托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力提升农机
装备水平，提高“耕、种、收”的综合
机械化水平。截至目前，全县农机总
动力达到了 9.9 万千瓦，拥有各类农
机 6694 台，“耕、种、收”的综合机械
化作业水平已经达到了 88%；第四
是实行良法。目前已经组建甘孜县
康北青稞现代农业园区专家工作
站，并依托四川省农业机械科学研
究院和州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的专
家，大力实施标准化的青稞高产培
育 技 术 ；第 五 是 构 建 良 制 。以“ 园
区+公司+合作社+农户+专家工作
站”的模式，全面提升青稞的单产，
提高青稞的总产量，全面建成新时
代更高水平的川西北高原粮仓。

下一步，甘孜县将结合“农牧再塑
甘孜”工程，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以群
众增收为目标，因地制宜，高效发挥资
源优势，大力推广农业“五新”技术，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高质高效服务好
农作物春耕春播和田间管理工作，全
力为甘孜县乡村全面振兴、社会经济
发展“添码助力”。

赖红 泽巴贡布 文/图

甘孜县

新质生产力赋能
田间地头尽显“科技范”

新农机全程全面作业现场。

现场培训指导。

发放机械使用书籍。

情歌康定，摄影天堂。穿过人声鼎沸
的新都桥镇，路过一片片绿油油的青稞
地，来到下柏桑三村。群山之间云雾渐
开，朝阳洒向大地，一家设计别致、简约
现代、清新脱俗的白色藏房在郁郁葱葱
的草木间透出，与古朴的高原乡野相映
成趣。

这就是90后海归刘国健的赞巴·明
境民宿。他说，“国外风景再美,也不如
祖国的‘大美山河’。我对圣洁甘孜有很
深厚的感情，这里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我热爱旅游，更想为甘孜的旅游建设添
砖加瓦。”

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薪资
待遇没有留住刘国健，吸引他的是祖国
的高速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康巴高原的
好山好水好生态。甘孜州的风景美得像
画，纯净无暇，海拔 6000 多米的山峰积
雪终年不化，湖泊澄碧，牦牛在草场撒
欢。让阅美景无数的刘国健瞬间着迷的
同时也被治愈。

“本来只是想来玩几天。没想到，这
一来就再也没离开。”5 年前，先后从英
国、美国留学归来的北京小伙刘国健与
理塘姑娘格桑拉姆相遇，两人的爱情与
事业就此起步。2020 年，他们结婚后，
从东到西，把中国游了个遍。2021 年，

这对藏汉结合的夫妻计划拿出几年的
积蓄，来到新都桥镇下柏桑三村，在情
歌大地开始生活的新篇章，续写新的康
定情歌。

“游子在外总会有思乡之情。我在美
国留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在旅游途中
住进了一家民宿。当时步入民宿，立即让
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刘国健说，
无论是民宿的氛围，还是民宿老板亲切
的接待，都让他感觉像是去到一个相识
多年的老友家。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场

景，让他在当下对民宿有了一种别样的
情感，“这是一种有别于酒店的体验，我
特别想把这种体验带回来。”

于是，“民宿”这颗种子，悄悄地在刘
国健心中发芽了。“我和爱人一起打造了
一家有情怀和藏族特色的民宿，‘开门是
店、关门是家’。我们的民宿依山傍水，感
觉像是一座城堡般的建筑，仿佛漂在对
面的青稞田里。”刘国健表示，自己去过
国内外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风景，也住过
不少民宿。他感觉在甘孜州开民宿的时

机已成熟，便利用下柏桑三村现有的藏
房和自然景观，提供差异化旅居体验。

具有国际视野的刘国健，引进国外
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筹集资金3000余
万元，将村里原来的两栋藏房改造升级
为高端民宿，并用自己女儿的名字定名
为“赞巴·明境”。民宿特邀请专业民宿设
计师设计，根据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创
意设计不同房型，共 19 间客房。室内配
备书吧、茶室、餐厅，室外配备篝火场地、
帐篷休憩场地等。民宿内还有各种文创
作品，能体验美食文化，文化氛围浓厚。

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赞巴·明境，
还能沉浸式体验手作糌粑的快乐，感受
骑马的乐趣，品尝藏家美食、参加篝火
晚会……

“注入自己的文旅品牌，引领更多青
年返乡，一起构建未来乡村，这是我的青
春梦想。”刘国健信心满满地表示，自己
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美化或改变他们的
传统习俗，而是希望能保留下来，将藏族
文化推广。因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
他选择“加入这个家”，但不打扰。

如今，在四川省、甘孜州相关政策支
持下，乘着康定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春风，
刘国健创业已算小获成功，目前正在争
创天府旅游民宿。

“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90后海归刘国健投身高原民宿创业发展续写藏汉情缘

◎甘孜日报记者 周燕 文/图

诗远 方 有 在 甘 孜

游客在民宿前留影。

植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