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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蜿蜒山路间，2025 甘孜

融媒行动第二组的采访车驶入白玉

县盖玉镇打乙西村，探寻这个承载

着红色记忆的村落，如何将红色基

因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蓬勃动力，走

出了一条从“革命红”到“产业红”的

乡村振兴之路。

1936年6月，红二军团进驻打

乙西村休整。当地群众自发捐献粮

食、牲畜，救治伤员，还打来山泉水

为红军解渴，离别时，红军赠予村民

一顶五星帽。此后，村民们为纪念这

段情谊，家家户户佩戴自制红五星，

“红星村”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走进红军帽制作传承人桑安

家中，老人正专注制作红军帽，随

着手指翻飞，闪耀的五角红星跃然

眼前。“红军在这里时，不仅留下了

革命的火种，还带来了勤劳致富的

理念，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

化，所以想做红军帽来纪念传承。”

桑安说道。

时光荏苒，红军精神在打乙西

村历久弥新，更化作乡村振兴的强

大动能。村里深挖当地清泉资源优

势，建起矿泉水厂，让山泉水变“致

富水”。

打乙西村第一书记吴仕杰介

绍：“听闻当年红军驻扎时称赞山泉

水清甜可口，前任驻村第一书记和

村干部便商量将优势资源转化为支

柱产业。村‘两委’和驻村干部多方

争取资源，终于在2020年7月将其

发展为村集体经济。”

项目初期，技术与市场难题接

踵而至。驻村工作队带领10名青年

赴成都学习，同时以“村民有偿参

与+村‘两委’无偿奉献”模式凝聚

合力，成功打开销路。2020年，白玉

古绒泉灌装饮用水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实现村集体经济“零突破”。到

2024 年，日产量从 300 桶提升至

1000 桶。截至目前，古绒泉水累计

生产 18 万桶，产值突破 150 万元，

户均分红从数百元增至6000元。

“过去，我们远赴他乡打工，如

今，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工作，

不仅通勤便捷，收入也相当可观，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村民达瓦告

诉记者，水厂吸纳了 30 名本地村

民就业。

“红军精神是我们打乙西村最重

要的精神财富，未来我们将依托‘红

色文化+山泉水产业’农旅融合发展

模式，推出小瓶装的矿泉水系列产

品，不断拓展市场。下一步，我们还将

打造红色研学品牌，持续助力老百姓

增收致富。”吴仕杰说道。

展望未来，打乙西村发展蓝图

已然绘就。在打乙西村，红色基因的

传承力量与自然馈赠深度融合，成

为偏远乡村破局振兴的关键。这片

曾被革命火炬照亮的土地，正伴着

汩汩清泉，续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动人篇章，让希望与富足流向更远

的地方。

探寻高原“红星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从“革命红”到“产业红”
◎2025甘孜融媒行动第二组 文/图

聚焦第二十届西博会

多元视角呈现甘孜魅力

鲜活，是甘孜展馆给人留下的

第一印象。

此次西博会，甘孜展馆分为成

就展、高原生态特色农产品展、非遗

展三个展厅。成就展通过多种形式

展示“十四五”辉煌成就；农产品展

呈现农业现代化转型成果，设立有

机专柜展示十大类优质农特产品；

非遗展让藏纸制造、雕版印刷等非

遗代表性项目集体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非遗展馆还设置

了体验区，参观者可在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雕版雕刻

等技艺，深度领略甘孜深厚文化底蕴。

“粗略估计有上千人次来馆体

验了雕版印刷等。”甘孜州民族民间

手工艺非遗协会秘书长成宇告诉记

者，“希望通过展示，能吸引更多人

来到甘孜，实地领略这里的美。”

展馆的另一热点是农产品展示

区。青稞制品、牦牛肉干、高原果蔬

……“和往年分县域展示不同，今年

展区产品以类别进行细分，以更集

中的产品矩阵、更精准的市场定位，

实现目标受众的垂直覆盖。”州商务

和经济合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种整合模式有效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与市场辨识度，为特色产品精准对

接消费需求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甘孜展馆采用“线

上+线下”双展馆模式，通过电商直

播，围绕 6 大品类农特产品展开推

介，实现线上销售额42.8万余元，打

破地域限制，让高原臻品走向全国。

深化合作推动产业发展

西博会期间，浙甘、成甘协作持

续走深走实。

在农商对接方面，甘孜州托底

性帮扶暨2025年“浙江・甘孜农商

对接会”等活动吸引众多企业代表

参会，甘孜企业与浙江采购商现场

签约8个项目，加上场外签约，金额

达1.22亿元；成都-甘孜农商对接会

现场签约5个协议，金额1.08亿元，

推动高原特色产业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州内出

产的菌类、虫草、蔬菜、水果、干果、

花椒、牦牛肉、藏香猪、跑山鸡等

100余种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成都市

场流通到国内外，年销售额近1.7亿

元，甘孜产品“走出去”融入全国、全

球贸易体系步伐不断加快。

在产业合作领域，西博会期间，

甘孜州政府与相关企业就“蓉数甘

算”“碳化硅低碳产业园”等项目展开

洽谈，依托当地丰富清洁能源资源，

推进“就地制氢”“算电融合”等发展。

目前，华电泸定水电站“绿色氢能全

产业链应用研究实验室”已完成制

氢、储氢、运氢、用氢全产业链实验；

全省首个绿色智算舱、全省首个超千

P算舱项目也已建成投运。

此外，西博会期间，甘孜还全方

位推介优势资源和项目，大力宣传

优良营商环境，吸引各方关注，为做

好文化旅游、清洁能源、特色农牧

“三篇文章”注入了持久动力。

“西博会是个特别好的交流平

台。我连续参加三届，不仅为我们拓

展了产品销售的渠道，也开阔了视

野。今年西博会我们现场签约了600

万元的订单。”藏麒公司总经理谭爱

彬期待着下一次西博会的到来。

西博会上的甘孜：

创新展示风采务实促进合作

本报讯 近日，在第二十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上，道孚县携蜂蜜、

牦牛酸奶、青稞益生菌饮料、紫黑木

耳等十余种特色农特产品亮相甘孜

馆。凭借高原生态品质与独特风味，

展品引发广泛关注，现场客商与市民

试饮试尝络绎不绝，收获一致好评。

道孚县展区重点展示了依托高

原资源禀赋打造的系列产品。其中，

源自海拔 3000 米以上泰宁纯净花

海高原蜂蜜，以传统工艺萃取，口感

清甜甘润，成为代表企业“出圈”的

热门产品。正如甘孜州卓玛姑娘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达哇卓

玛所言：“这款蜂蜜代表我们道孚公

司在西博会上出圈的产品，受到了

众多客商和中外来宾的喜欢。”海

拔 4000 米以上牧场牦牛奶发酵而

成的酸奶，因醇厚质地与天然奶香

备受青睐。“内地市场消费者很喜欢

我们这个酸奶。”道孚康巴渠德农牧

实业发展合作社负责人曲登介绍

说。此外，黑青稞挂面、青稞深加工

产品及紫黑木耳等“零污染、富营

养”的高原特色商品，也成为展会的

亮点。曲登补充道，他们带来了种类

繁多的道孚优质、有机、绿色的产

品，旨在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并认可

高原特色产品。

参展企业不仅传递高原农业成

果，更致力于展示道孚丰富的农旅、

文旅资源。达哇卓玛表示：“我们的产

品紧紧围绕景区资源去赋能，通过传

递更多的产品的温度，去宣传和推荐

道孚。”她热情邀请大家亲临道孚，

“感受道孚的风土人情与美食”。

展会期间，甘孜州托底性帮扶

暨成都甘孜农商对接会同步举行。

甘孜州卓玛姑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与成都宽窄文创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现场签署农特产品采购协

议，标志着道孚蜂蜜、酸奶等特色产

品将直供成都市场。此次合作不仅

为当地农牧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动

力，也为甘孜与成都两地资源互补、

产业联动搭建桥梁，进一步推动产

销对接与乡村振兴。

曹洁 群英

道孚农特产品亮相西博会
政企合作助推乡村振兴

康定市甲根坝镇位于折多山以

西，距康定城区 89 公里，平均海拔

3200 米。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钙化

滩、高原宽谷、高山草甸、珍稀鸟类摄

影基地、观赏“蜀山之王”贡嘎雪山的

最佳地点等，是木雅文化核心区。

近年来，甲根坝镇坚持党建引领，

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充分挖掘自

然资源，用好“四个一”，推动“农文旅”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奏响乡村全面振

兴“富民曲”。

依托“一座山”。甲根坝镇位于“蜀

山之王”贡嘎雪山西坡，拥有得天独厚

观赏贡嘎雪山的绝佳地理位置。镇党

委、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深度挖掘镇域内贡

嘎雪山观景点，目前已开发亚弄村“亚

哈垭口”、日泽村“泽桑拉空中花园”、

朋布西村“德钦秘境”、提弄村“提弄秘

境”、夺让村“玛吉垭口”五大观景胜

地。特别是“泽桑拉空中花园”360度雪

山观景平台，成为观赏贡嘎雪山“最火

爆”的网红打卡点之一。2024 年，“泽

桑拉空中花园”累计接待游客10万余

人，带动日泽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

150多万元，助力日泽村成为全镇村集

体经济率先突破百万大关第一村。

盘活“一棵树”。贡嘎海棠是甘孜州

的州花，又名“俄色花”，在藏语里意为

“光芒”，被视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

甲根坝的贡嘎海棠在全州最集中、绚

烂。每年初夏贡嘎海棠花开时节，五湖

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只为邂逅川西的

浪漫花海。近年来，甲根坝镇深度挖掘

打造贡嘎海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IP”，

保护好利用好州花“贡嘎海棠”，办好

“贡嘎海棠花开季”系列活动，2024年

“提吾贡嘎海棠旅游景区”被评选为国

家AAA景区。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贡

嘎海棠观光摄影季”系列文旅活动，将

旅游、书画、摄影、音乐等多元融合，通

过线下沉浸式演绎与线上媒体达人引

流推广结合，累计吸引游客 2 万余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万元以上。

用好“一块田”。甲根坝地势平坦

开阔，土壤肥沃，种植青稞已有上千年

的历史，素有折西“粮仓”的美誉。近年

来，甲根坝镇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第一保障，依托青稞产

业优势，构建“基地连户、产业连片、责

任连体”的发展格局，推进青稞产业化

发展。2021 年建成了“提吾青稞庄

园”，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带动全镇农户

扎实推进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积

极探索“旅游业+牧业”“旅游业+现代

农业”新模式，精心打造农作物大地景

观，在改善乡村环境的同时，助推山

旅、水旅、农旅、牧旅、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2021 年以来，全镇年均种植青稞

1.6 万余亩，平均亩产约 200 公斤，每

年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

保护“一条河”。蜿蜒曲折的立曲河

静静地流淌，如同一条银链镶嵌在甲根

坝这片厚重而唯美的土地上，滋润着水

土、滋养着生命，见证着甲根坝镇的发

展和进步。甲根坝镇持续净化景化立曲

河沿岸，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在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立足

河流资源禀赋优势，将河湖治理与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全域无垃圾行动、城乡

建设有效结合，实现立曲河沿线生态保

护与产业发展有机统一。全镇20个行

政村建立了河长制工作室和乡风文明

生态超市，拥有党员巡护队20支、河湖

保洁队200余人，全力守护好“天蓝、地

绿、水清”的生态底色。

近年来，甲根坝镇还加强了G248

沿线风貌改造和功能配套，加快发展路

沿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等，目前全镇民

宿酒店、餐饮超市等达400余家，极大

地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依托农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优势，2024年全镇20

个村集体经济均达到1万元以上，村集

体经济总量达到323万元。下一步，甲

根坝镇将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不

断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新路径，奋力

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康定市甲根坝镇多点发力

奏响乡村振兴“富民曲”

◎全媒体记者 黄微 王凤 文/图

日前，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闭幕。此次西博会期间，甘孜

州以更丰富的展示内容、更创新的

展厅设计、更多元的配套活动，全方

位展现了甘孜州发展活力与潜力。

本报讯 近年来，乡城县定波乡

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助力乡村振

兴的有效措施，以“四个招数”用好

政策支持、产业资源、帮扶力量、群

众优势，实现村级资源由“隐”到

“显”、带动能力由“弱”到“强”、集体

收入由“少”到“多”的转变，促进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坚持党建引领，在筑牢发展

根基上出“硬招”。有效利用“法律

七进”“结对认亲”“脱贫攻坚集中

排查”等活动载体，乡党委牵头总

抓，充分发挥绒公村、普通村、白

兰斗村、万绒村等 4 个村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带头作

用。利用各村的自身特点和优势

条件，以玉米、青稞、小麦等农特

产品为基础，乡干部走村入户开

展实地调研，与各村支部党员群

众召开座谈会，乡党委召开专题

分析研判会，积极征求党员干部

和农民群众意见建议并形成调研

报告，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有效路径，为集体产业发展提

供了客观真实的决策依据。

坚持重点突破，在破解发展难

点上出“妙招”。该乡充分结合绒公

村自然资源禀赋和群众养殖基础优

势，积极争取县上产业发展项目，在

2019年12月率先在绒公村成立了

高山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高

山牦牛达到150头，实现了从“无”

到有的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定波集

体产业发展的空白，为乡村产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坚持因村施策，在拓宽发展路

径上出“实招”。聚力“党建+”，该乡

立足资源禀赋和村情民意，采取“村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有

序有力推动 4 个村集体经济规模

化、组织化发展，实现村集体和农户

的“双增收”。

坚持多元参与，在凝聚发展

合力上出“新招”。定波乡各村虽

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但村

级集体经济仍然相对薄弱，增收

面临难题，产业发展进入瓶颈。为

冰解冻释，定波乡深入探索“服

务创收”“农旅融合”“项目带动”

等发展模式，积极调整产业发展

结构，统筹推进松茸、虫草等高原

特色产品销售，持续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该乡集体经济整

体推进、全面花开，进一步提升了

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共产生集体

收益 56.19 万元，同比增速达到了

30.13%，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断

增强，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丹巴

乡城县定波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西博会甘孜展馆吸引众多客商。 非遗展区吸引众多体验者。

桑安制作的红军帽。

◎王豫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