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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建设新时代美丽新村

白玉县盖玉镇山岩村：

办好民生小事
解锁“幸福密码”

◎2025甘孜融媒行动第二组 文/图

本报讯 5月22日，在泸定

县德威镇的田野里，金黄的麦

穗随风轻舞，翻腾出阵阵麦香。

来自州县两级农业部门的专家

们齐聚田间地头，对各品种小

麦开展观摩和评价，为小麦种

植“把脉问诊”，助力农民增产

增收。

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了

35个小麦品种，专家们对其进

行现场评价，并与县乡农技人

员、特聘农技员、当地种植户、

种子经销商等 60 余人展开面

对面交流，就各品种的特性、栽

培要点及市场前景，以及作物

生长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问

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甘孜州种子管理站副站长

吴定强介绍：“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通过对参展品种的抗

病性、抗倒伏性、丰产性等田间

表现开展综合评价，能筛选适

合泸定县种植的小麦新品种。”

据悉，自 2019 年起，甘孜

州已连续6年实施农作物新品

种展示示范项目，通过项目实

施，加速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小

麦增产、农业增效及农民增收，

保障了粮食安全。截至目前，甘

孜 州 全 州 良 种 覆 盖 率 已 达

95.1%以上。

在专家们认真评价小麦的

同时，村民们也没闲着，正忙着

插秧苗。犁地、平整水田、分秧

苗、插秧，大家配合默契、各司

其职，效率拉满，不到半小时，

就插完了一畦整齐的秧田。

据统计，截至 2024 年底，

泸定县水稻的种植面积达561

亩，春小麦的种植面积达 373

亩。下一步，泸定县农牧农村和

科技局将进一步加强落实粮食

安全责任，在产学研融合、科技

支撑等方面持续发力，促进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陈龙

泸定县专家齐聚田间地头

为小麦种植
“把脉问诊”

聚焦第二十届西博会

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浪

潮中，白玉县盖玉镇山岩村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近

日，2025甘孜融媒行动第二组

记者深入山岩村搬迁安置点蹲

点采访，探寻这个“幸福村”的

基层治理密码，感受民生服务

传递的温暖力量。

走进山岩村搬迁安置点，

整洁的道路纵横交错，崭新的

房屋错落有致，处处洋溢着生

机与活力。便民服务中心、养老

站、医疗室一应俱全，彻底改写

了村庄的旧模样。

村级养老服务站不仅是老

年群体的温馨家园，更生动诠

释了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深

度融合。这座两层养老服务站，

是山岩村基层治理的缩影。

驻村第一书记周宗瑜介

绍，村里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留

守老人成为重点关怀对象，尤

其在虫草松茸采挖期，老人照

料问题更为突出。为此，盖玉镇

在安置点设立养老服务站，配

备食堂、活动室、休息区，为老

人提供一日三餐、基本护理和

文化娱乐服务。“饭菜非常好

吃，随时来都能吃上热乎饭。”

正在服务站吃饭的村民扎甲赞

不绝口。

除了生活照料，健康保障

同样贴心。记者跟随家庭医生

泽仁入户随访，见证“健康守门

人”的日常。

泽仁背着随访记录本和检

测仪，逐户为村民测量血压、解

答健康疑问。“盖玉镇搬迁点有

109 户，我们为每家每户建立

台账，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进行一对一随访。”泽仁

介绍。

在基层治理方面，山岩村

也探索出有效路径。以党群服

务中心为核心，构建起集协商

议事、儿童关爱、便民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格局；村党支部

践行“党建引领、服务为本”理

念，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周宗瑜表示：“近年来，我

们开展平安乡村建设宣讲 60

余场次，入户走访100多次，化

解婚姻、土地、邻里等纠纷100

余起。”

如今的山岩村，养老有依

靠、医疗有保障、治理有温度，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谈及未来，周宗瑜满怀信

心：“下一步，山岩村将持续深

化党建引领，不断探索创新，

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

丽乡村。”

漫步山岩村街巷，民生小

事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一顿

热饭、一次问诊、一场调解，桩

桩件件都连着百姓冷暖。这座

雪域小村，正以“善治、善养、善

医”为笔，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

篇章。

“来来来，吃冰淇淋了！”5 月 25

日，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

幕第一天，甘孜展区的牦牛制品展台

前，康定市蓝逸食品公司业务经理文

勇扯着嗓门招呼着来往顾客。

凭借着“大嗓门”，文勇为展台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当天，共销售了600

余个冰淇淋。

“因为天气热，加上C端客户比较

多。”文勇总结道，“我们牦牛奶冰淇淋

成了很好的‘引流产品’。”

被“大嗓门”吸引的顾客聚集在展

台前，受益的还有隔壁展位的达折渚

生态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吃完冰淇淋，再来尝下我们的薄

脆牦牛肉。”该公司销售经理王红美在

一旁拉起了客，“这是我们今年研发的

新产品，和一般风干牦牛肉相比，口感

更好。”

再往前一个展位，不靠音量，大

家循着一锅菌汤的香味驻留在这里。

吸引人的不仅是香气，松茸冻干、虎

掌菌香辣酱、松茸酒、林芝茶等产品

琳琅满目。

“今年，我们的韩国海外仓正式投

运了。”九龙县祥海野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德军告诉笔者，除

了传统的鲜采野生菌，今年还计划将

松茸酒也卖到韩国。

下午四点，一个外宾采购团来到

展区。“大嗓门”文勇立马在大脑里搜

索了几个英文词汇，“welcome！来尝

尝牦牛奶做的ice cream。”

参展商家各显神通，甘孜也在布

展上下足了功夫。今年，甘孜的农特产

品展区分为了葡萄酒、藏香猪、牦牛、

菌类、青稞、果蔬等板块，相关企业展

位更近，“聚集效应”也更明显。

第一天展会接近尾声，文勇和王

红美讨论起了关于牦牛产业链的更多

可能，“肉制品上，还可以做速冻水饺，

奶制品上，还可以开发奶片，奶粉这些

更容易运输的产品。”两人相互加了微

信，约定会后再交流怎么抱团发展。

西博会上的“大嗓门”
◎宁蕖

5 月 25 日，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拉开帷幕。甘孜展馆非遗展

示互动体验区备受欢迎。

“想到雕刻难度大，但没想到藏文

雕刻起来，难度更大。”现场体验者杨

耽璐正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晋美郎加

的指导下，体验雕版雕刻。

在西博会上，藏纸制造、藏文书

法、雕版印刷技艺、雕版雕刻等非遗

代表性项目集体亮相，不仅让现场参

观者深度领略到甘孜深厚的文化底

蕴，更以沉浸式体验的全新视角，为

游客解锁了打卡“文旅之州”甘孜的

独特玩法。

沉浸式体验非遗
感受甘孜文化魅力

“此次我们将非遗带到西博会，不

仅是为了展示，更是希望通过这种互

动体验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甘孜非

遗。”甘孜州民族民间手工艺非遗协会

工作人员翁加道出了非遗亮相西博会

的深层意义。

事实上，甘孜州早已在非遗体验

游领域积极探索。目前，州内的甘孜、

白玉、德格、丹巴等地，已开发出包含

藏文书法、唐卡绘画、藏族刺绣、藏香

制作、南派藏医等在内的12种非遗体

验项目，构建起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

矩阵。

甘孜州民族民间手工艺非遗协会

秘书长成宇透露，这些非遗体验项目

已试点运行两年，凭借深度游玩的独

特魅力，收获了良好的反响。“作为一

名从事拓印工作多年的手艺人，这次

体验德格雕版印刷，还是让我感受到

截然不同的艺术魅力。”来自浙江的体

验者沈宁强说。

谈及未来，成宇介绍，协会正以非

遗为载体筹备一条全新的深度非遗游

环线，目前初步规划为8天行程。该线

路将串联甘孜州内多个非遗传承地，

不仅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各类非遗代表

性项目，还能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面

对面交流，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通过

这种方式，希望在文旅融合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让游客在旅行中沉浸式感

受甘孜非遗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

甘孜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精品自驾游路线
纵览甘孜自然风光

在非遗展厅的另一隅，以“大横

断、大景观、大交融”为核心打造的“十

一环十骨干”精品游线，成为众多自驾

爱好者瞩目的焦点。

“我一直喜欢泡温泉，打算十一假

期沿着温泉疗养路线自驾游玩。”观展

观众谢韵锦对特色线路充满期待。

这些精品线路覆盖甘孜州 18 个

县（市）。G318/317 最美景观环线、金

沙江精品线路等不仅串联起绝美自然

风光，更集中展现甘孜州红色文化、温

泉疗养等多元特色。无论是追寻红色

足迹，还是在天然温泉中舒缓身心，都

能让游客深度领略甘孜的独特魅力。

展厅内，“蜀山之王”贡嘎山再次

成为热门话题。平面图上，清晰标注出

能观赏贡嘎的城市，以及环绕贡嘎的

三大方向游览路线。

今年，甘孜州在“蜀山之王・千面

贡嘎”推介会上，推出观贡嘎黄金线、

红军长征线、观山打卡线 3 条精品线

路。其中，观贡嘎黄金线串联起甲根坝

镇（雅哈垭口）、贡嘎山镇（冷嘎措、泉

华滩、子梅垭口）、汤古镇（鸡丑山）等

地。这条线路正对贡嘎山北脊，极目远

眺，绵延二十公里的贡嘎山群峰一字

排开，冰川侵蚀造就的刀锋般纹理，与

完美流畅的山形曲线清晰可见，堪称

观赏贡嘎群峰最为震撼的绝佳之地。

近年来甘孜州努力建设国际生态

文化旅游目的地，积极推进文旅产业

发展，出台文旅发展 10 条激励措施，

并启动全域博物馆之州、稻城天文考

古公园建设项目，为文旅融合注入新

动能。

目前，甘孜州已建成 115 家 A 级

景区，数量位居全省第一，文旅产业实

现量质齐升。2021年至2024年累计接

待游客达 1.52 亿人次，综合收入达

1671.85亿元。

西博会启幕
甘孜文旅凭非遗与自驾路线实力“圈粉”

本报讯 5月25日，第二十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甘孜展馆正式揭幕。

展馆采用“1+3+N”展示体系，全方位

展现“能源之州”“文旅之州”“有机之

州”的战略发展成果，吸引海内外客商

驻足洽谈。

走 进 甘 孜 馆 ，“ 睁 眼 全 是 美 景

闭眼满是吉祥”的宣传标语，将甘

孜的人文风情形容得淋漓尽致。

步入核心展区，“有机之州”板块

呈现十大类农特产品矩阵，其中蓝逸

牦牛奶砖冰淇淋一亮相便引发抢购热

潮。“我们蓝逸的牦牛奶砖冰淇淋一小

时就售罄了，奶含量大于10%，口感很

好，很受大家喜欢。”企业负责人文勇

透露，已与成都多家商超签订入驻协

议，预计年内实现成都地区全覆盖。

在品尝牦牛奶冰淇淋后，成都使

领馆外宾团成员沃森赞叹：“这让我想

起阿尔卑斯山区的特色乳品，但甘孜

产品更具生态稀缺性。”

素有“高原之舟”美誉的牦牛是甘

孜州支柱产业、潜力产业、特色产业。

“牦牛是我们甘孜州着重打造的产业

之一，目前产值是最大的。这次展出了

牦牛生鲜、牦牛奶制品等系列产品。”

州农牧农村局工作人员王刚介绍，开

幕首日，“圣洁甘孜”产品已获得不少

采购商的青睐。

此外，有机果蔬也是不少采购商

的首选，“我们觉得甘孜馆的高原有机

蔬菜特别好，能够媲美西欧的品质。”

来自北京的采购商李先生对甘孜有机

果蔬赞不绝口，表示接下来将和我州

企业洽谈合作。

在非遗活化展区化身文化会客

厅，“字体种类最多的藏文书法长卷”

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曲珠泽仁现场

挥毫，乌金体“心想事成”笔锋遒劲。

“今天来的都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这次我们主要带来

了藏文书法、藏纸制造、德格雕刻印刷

技艺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将非

遗带到西博会，不仅是为了展示，更是

希望通过这种互动体验的方式，让更

多人了解甘孜非遗。”德格印经院非遗

传承人展示千年雕版印刷工艺，观众

可亲手拓印。州文旅局负责人向游客

介绍，“这不是静态展览，而是可带走

的非遗记忆。”

西博会期间，我州将以多场配套

活动为支撑，构建“合作洽谈有实效、

特色展示有亮点、流量引流有创新”的

立体化平台。“近年来，我州紧扣州委

总体工作格局，大力推进三大产业发

展。本次展会我们依托重大平台，开展

浙甘和成甘农商对接会，以及县市专

场推介，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全力

展现甘孜旅游文化和特色农产品。”州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副局长王华东诚邀

全球伙伴共赴雪域之约，“这里既有金

山银山的产业机遇，更有绿水青山的

诗与远方。”

全媒体记者 黄微 王凤 文/图

共襄盛会 共觅商机
圣洁甘孜诚邀全球伙伴共赴雪域之约

◎杨孟双

甘孜展馆人头攒动。 参展市民感受我州非遗魅力。

家庭医生泽仁入户为村民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