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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五一”期间，

白玉县共接待游客 12029 人

次，较去年同比增长4%，旅游

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该县各景区景点中，拉

龙措古冰漂湿地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 863 人次。其壮美的湿

地景观、独特的古冰漂遗迹，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

卡，成为白玉县“五一”旅游的

热门景点之一；博美山旅游景

区接待游客 515 人次，博美山

凭借其秀丽的山林风光、清新

的空气，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远

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的好去

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嘎托寺

接待游客 325 人次，这座历史

悠久的寺庙，承载着深厚的宗

教文化内涵，庄严肃穆的建筑

风格和独特的宗教氛围，让游

客在参观游览中感受到了藏

传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 ；贺

龙旧居接待游客 178 人次，作

为重要的红色文化景点，贺龙

旧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缅

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为保障游客的旅游体验，

白玉县在 G215 线、甘白路及

重点乡镇共设立定点旅游咨

询服务点20处，共配备志愿者

100余人，为游客提供答疑、讲

解和热水等贴心服务，累计提

供旅游咨询服务400余人次。

此次“五一”假期旅游数据

的亮眼表现，是白玉县长期致

力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

提升和旅游品牌打造的成果体

现。未来，白玉县将继续深挖旅

游资源潜力，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让“金沙林海·盛德白玉”的品

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县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五一”假期，理

塘县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精

细化的服务举措、全方位文旅

保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旅游

答卷。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接

待游客 8.4 万余人次，同比增

长11.26%，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9000余万元。两项数据均创历

史同期新高。亮眼数据背后，

是文化赋能与全域保障的双

重发力。

多部门联动保障

“指挥部+服务站”筑牢安全网

节前成立的假日旅游联

合指挥部实现 24 小时实体化

运作。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

12个部门组建专班，通过智慧

系统实时监测千户藏寨等8个

重点区域客流，累计调度车辆

1300 余台次，疏导 G318 线、

G227 线拥堵路段 23 处。全域

开展“安全护航”行动，检查文

旅经营单位1014家次，整改消

防等隐患 276 处。200 余辆营

运车辆完成专项“体检”，高城

镇推行“垃圾兑换积分”机制，

濯桑乡设置 4 个 24 小时服务

站，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旅游保

障网络。

非遗体验引流

游客停留时间延长至2.5天

在勒通古镇非遗体验区，

唐卡绘制、藏文石刻等12个非

遗工坊日均接待游客超 3000

人次。“亲手制作‘擦擦’佛模

的经历太特别了！”重庆游客

陈女士展示着刚脱模的泥塑。

景区推出的“藏舞快闪”日均

吸引 2000 余人参与互动，仁

康古街夜游项目接待量同比

翻番。数据显示，游客平均停

留时长从去年同期的1.8天增

至 2.5 天，深度体验游占比达

一半以上。

“志愿红”暖心服务

1.7万人次感受“天空温度”

“这里的志愿者比高原阳

光更温暖！”成都游客李先生

在东西城门打卡点留言簿上

写道。19个文旅志愿者服务站

日均投入志愿者 120 名，累计

提供旅游咨询4280次，发放宣

传资料 1.5 万份。特色服务清

单包含免费制氧、医疗监测、

外语导览等12项，志愿者代订

民宿 327 间，协助车辆停放

1500 余台次。15 个医疗点配

备便携式制氧机，实现“3分钟

响应、10分钟到达”急救承诺。

理塘县文旅局局长格绒

表示，将深化“非遗活态传承

利用+智慧旅游管理”模式，推

动文旅产业从观光式向沉浸

式升级，让“流量”真正转化为

“留量”。

仁青卓玛 叶强平

本报讯 近日，2025 年传

统村落与民间文艺调研交流

活动在湖北省宣恩县举行，四

川省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亚丁

村凭借“传统村落向国际旅游

新村的跨越之路”案例，入选

2024 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并在会上

作交流发言。

亚丁村在传统村落保护

中严格执行“最小干预、最大

保护”原则，采用传统石木结

构工艺修缮古建筑，保留“黑

眉黑框黑屋檐”的藏式建筑特

征，对古树名木实施挂牌保

护。村内延续青稞种植、牦牛

放牧等传统生产方式，设立非

遗传承工坊开展唐卡绘画、藏

式刺绣技艺传承，并建成香巴

拉文化博物馆、非遗体验馆等

文化设施。

在旅游开发方面，该村通

过“公司+农户”模式引导村民

参与民宿、马帮服务等经营项

目，2023年全村旅游综合收入

达 1500 万元，文旅产业占比

75%。村内同步完善供氧供暖、

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制定

《基层治理积分制管理办法》

《诚信经营管理制度》等 12 项

村规民约，由村务监督小组和

财务监督小组对集体收支、项

目实施进行全程监管，并将生

态保护、文化传承纳入村民积

分管理体系。

目前，稻城县以亚丁村为

核心，串联北部皮洛旧石器

时代遗址、中部藏式风情体

验区及南部生态徒步路线，

形成“全时空、全维度、全区

域”文旅发展格局。亚丁村已

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天府旅游名村”“四川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等 10 项省级

以上荣誉。

张黎萍

白玉县“五一”假期成绩亮眼
累计接待游客12029人次，较

2024年同比增长4%

理塘“五一”假期迎客8.4万
文旅融合促消费突破9000万

2024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出炉

我州稻城亚丁村入围

经 济 资 讯辉煌75载 续写新传奇

从“靠天养畜”的被动依赖，到“以

草兴牧”的主动革新，我州紧握高原生

态资源的“金钥匙”，以牧草产业为战

略支点，全力推动人工种草蓬勃发展。

这一举措不仅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

升级、牧民增收的“黄金链条”，更在雪

域高原上勾勒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图景。

谋局定调，绘制牧草产业“未来

蓝图”。立足当下，锚定长远，精心编

制《甘孜州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方案》，这一纸方案犹如精准导航，为

饲草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方案中，清

晰规划出分阶段目标：2025 年，人工

饲草种植面积将突破50万亩大关，大

幅缩小饲草供需缺口；到 2030 年，种

植规模将进一步拓展至 120 万亩以

上，届时，生产、加工、储存、流通、销

售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格局将全面

成型。

四级联动，构建牧草产业“立体

矩阵”。创新建立“州县乡村”四级联

动模式，全力构建饲草产业体系。在

州级层面，实施 5 个抗灾保畜打贮草

基地巩固提升工程，计划新增种草

1.25 万 亩 ，筑 牢 产 业 发 展 的“ 顶 梁

柱”；县级层面，按照每县种植 1000

亩以上的标准，推进14个县级打贮草

基地建设，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

量；乡级层面，72 个纯牧业乡（镇）各

自发力，建设 300 亩以上的乡级打贮

草基地，夯实产业根基；村级层面，以

村集体组织为引领，带动每户建设50

亩以上打贮草基地，并同步实施1—3

亩的卧圈种草。

聚能蓄势，夯实牧草产业“发展

基石”。积极谋划，为饲草产业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精心储备申报草原畜牧

业转型升级试点、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畜牧业增量提质、牦牛高质量发

展等29个重点项目，汇聚推动饲草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能量。同时，全

面盘点基本草原、一般耕地、撂荒地

等 29.32 万亩土地资源，为人工种草

提供充足的“用武之地”，从项目和资

源两方面双管齐下，切实保障牧草产

业行稳致远。

州农牧农村局

我州以草兴牧助力畜牧业发展

在被誉为“藏彝走廊典范·贡嘎南

坡明珠”的九龙县，沿着蜿蜒的山路驱

车而上，就来到了魁多镇山顶的海底

村，这里连片的茶园如绿色绸缎铺展

开来。

每天清晨，茶农们到茶园采摘茶

叶，下午，背着竹篓的茶农们陆陆续续

来到九龙天乡原生态茶叶车间。在茶

厂专设的交易地点，工作人员卸下茶

农们采摘的茶叶，刚刚收购的新鲜春

茶芳香浓郁。经过评估、称重、结算和

开票等操作后，茶农们喜笑颜开，卸下

一身负重换来了丰收的满足。

据悉，九龙天乡原生态茶叶有限

公司采用“公司+农户+基地”模式，目

前已带动 1500 余户茶农参与种茶、

制茶过程，面积达到 7900 亩，毛茶产

值 0.28 亿元，园区综合产值 6000 余

万元。“魁多镇核心区里伍村百年以

上的古茶树近14万株，其中还有一株

估测树龄七百年左右的茶王。如今，

魁多镇茶园每亩产值高达5580元，当

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县平均水平

高出 22%。”魁多镇副镇长李红桃介

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九龙天乡”茶叶

作为“圣洁甘孜”十大名牌商品之一，

连续 8 年获得茶博会金奖，产品通过

全球最严苛的瑞士通标SGS515项农

残检测，获“国家绿色食品”“国家有机

食品”称号，更在 2024 年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二批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如今正通过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等方式，不断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力求创新突破。

“公司以产销红茶为主，近年在原

来的基础上新增了摇青这一工艺，把

茶叶的香气做出来，后面还会发展白

茶和乌龙茶等新品种。”车间生产总监

杨国权告诉记者。

在销售方面，公司采用“线上+线

下”联动销售模式，在京东、淘宝等平

台进行线上销售，在线下开设体验门

店，线上下单线下就近取货，保证第一

时间能让全国各地的茶友品尝到来自

高原的“春日限定”。

如今在里伍村保留的“茶文化微

型博物馆”，就是九龙县茶文化源远流

长的见证。“这座建筑有着270年的历

史，是魁多镇特意保留的一座老藏房，

现在已打造成一座微型博物馆，主要

就是体现魁多普米族以前的一种生活

状态。”魁多镇工作人员马俊涛介绍

说。在二楼客厅中间，陈列着“九龙绒

巴茶”及其相关制作工具，传承百年的

木制揉茶工具，静默地诉说着普米族

与茶共生的古老故事。

和百年绒巴茶器具共同守护制造

技艺的，还有绒巴茶第八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泽翁拉姆，72岁

高龄的她和孙媳妇（第十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汪大香向我们

讲述了她们家族制作绒巴茶的故事。

“我从 17 岁开始做茶，以前绒巴茶是

用刀割下来拿回家煮，用刀宰和手揉，

才弄成茶饼，我把这项技术教给儿媳，

现在又教给了孙媳妇。”

文化铸魂，让茶香飘向更广阔的

世界。魁多镇深谙“一片茶叶承载两

种价值”的道理：一方面用科技守护

品质，让海拔2808米的古茶树鲜叶通

过标准化加工成为安全可追溯的商

品；另一方面以非遗助力文化传承，

将“连枝带叶割采、双次发酵压制”的

绒巴茶工艺列入州级非遗，让火塘边

的手工制茶成为最吸引游客的“文化

打卡项目”。

这种“科技为形、文化为神”的发

展路径，更在“产文旅治”融合中催生

出新生态——3A 级景区“云上天乡”

将茶园研学观光、民宿旅游串联成线，

茶马古道文化、普米族民俗等元素融

入产品包装，让“九龙茶”不仅是饮品，

更成为九龙县发展的文化载体。正如

魁多镇党委书记秦秀珍所言：“当科技

让茶叶‘走得出’，文化才能让茶叶‘记

得住’，这正是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双

重密码。”

据了解，魁多镇下一步将继续

打造“1 个核心区+6 个基地+1 条示

范带”的空间布局，完善“二种三养”

的种养循环发展模式配套，全面带

动生态、绿色、有机、复合型茶叶园

区建设，让传统茶叶种植村落，变为

可持续生产、符合优质产品标准并

满足旅游休闲功能的“茶叶小镇”。

如今，九龙县实现了从“茶叶”到“茶

业”，从“茶山”到“金山”的精彩蝶

变，茶叶已然成为农民走向富裕生

活的“金叶子”。

“茶”叶变茶“业”
九龙县魁多镇在“产文旅治”融合中催生出新生态

◎2025融媒体中心采访团

本报讯 近日，在丹巴县墨尔多山

镇中纳顶村村委会，随着最后一位村

民签字并按下红手印，今年3月至4月

村民的务工工资和全村201.77亩的土

地流转费用，共计40余万元全部发放

完毕。这一刻，村民们正式开启“租金+

务工”的双薪致富模式，为中纳顶村的

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强劲动力。

“今天我们夫妻俩领到务工工资

5000多元，太高兴了！”中纳顶村村民

郎布日紧紧攥着手里的工资，笑得乐

开了花。他激动地说：“以前种玉米，又

累又辛苦，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现在改种中药材，活轻松多了，收益还

比种玉米高不少，我家的地现在全都

种上了中药材。”

中纳顶村共有54户农户，全村地

处平均海拔 2600 米的半山腰，地形

复杂，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种

植，村民的收入一直受到极大限制。

为改变这一现状，在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浙江金东区伸出倾力帮

扶之援手，由四川省蜀地源中药材有

限公司（省供销社控股企业）主导，在

中纳顶村构建了涵盖“土地流转、种

植、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的全流程服

务体系，将原本零散的土地整合成连

片的种植基地，有力推动了村集体产

业的快速发展。

浙江援建工作队、县国资公司、墨

尔多山镇、中纳顶村驻村工作队以及

村委会工作人员参加此次资金发放仪

式。“咱们村的中药材示范基地是由浙

江援助的 300 余万元资金，流转村上

200余亩土地精心打造。目前，基地已

全部完成种植，出苗率达95%以上，不

仅助力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更为中

纳顶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驻村第一书记魏扬在发放现场向笔者

介绍说。

从过去“靠天吃饭”的艰难处境，

到如今“双薪增收”的幸福生活；从曾

经土地的“零散地块”，到如今实现“连

片发展”的规模化种植，中纳顶村发展

中药材种植产业，不仅实现了村民“租

金保底+务工增收”的双重收益，还保

障了村民的基本生计，为乡村振兴留

住了人气与活力。

近年来，丹巴县充分挖掘各乡镇

的独特优势资源，借助浙江省金东区

和成都市成华区的真情帮扶，在破解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一制约农

业发展的难题上，积极探索出让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共赢之路，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了坚

实基础。

杨洪川 文/图

丹巴县中纳顶村:
“双薪”模式开启村民幸福生活

村民喜领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