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结巴村位于巴松

措国家森林公园内，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

们尝到“吃旅游饭”的甜头。图为结巴村民宿

店主次仁德吉与顾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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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位于西藏林芝市的雅尼国家湿

地公园，水天一色、风光旖旎。明媚阳光下，不

时有候鸟掠过，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以前雅尼湿地的景色可没有这么美，植被

覆盖率低，飞扬的尘土能让人吃一嘴沙。”林芝

市巴宜区立定村村民白玛乔说。今年 57岁的白

玛乔，已经当了近 4年的雅尼湿地管护员。在她

看来，是所有人的悉心保护、共同努力，才使得

雅尼湿地变成如今的旅游胜地。

立定村处于雅尼湿地核心区域，管护员们

负责守护 20 余平方公里的湿地。当初遴选管

护员时，村民们一致推荐责任心强的白玛乔。

大家都说，雅尼湿地的管护不是小事，必须找

一个热心肠、靠得住的人。

上午 9 点，白玛乔准时带好工具出发。修

补围栏、阻止不文明行为、捡拾垃圾……白玛

乔通常要围着雅尼湿地走上半天。管护途中，

路程远是考验，顶着风浪划船巡查亦是家常便

饭。白玛乔说：“夏季水大，为防止河中沙洲有

人盗砂、钓鱼等，我们管护员必须划着村里集

资买的牛皮船去查看，哪怕天气不好也不能有

半点马虎。”

今年初，白玛乔邻居家的窗户玻璃被弹弓

打坏，她和村民们担心，使用弹弓的人会伤害

湿地中的珍稀鸟类。大家立刻寻访周边村民，

增加湿地巡逻的次数，还利用社交网络发布提

示。

2022 年，西藏雅尼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

位观测研究站正式挂牌，开启雅尼国家湿地公

园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在渐渐提高。”白玛乔

说，以前牧民放牧没有规划，现在要分季节、分

时段；以前村民习惯随手丢垃圾，现在大家主

动捡起各种杂物……如今，行走在雅尼湿地周

边，白玛乔比以往轻松许多。

走进白玛乔家中，外孙们正在院子里嬉戏

打闹。大棚里，各种蔬菜长势喜人；墙角边，成

筐的核桃满满当当；院中的苹果树上，糖心苹

果硕果累累。“湿地保护好了，附近村庄的环境

得到改善，村民们栽种的农作物产量增加，收

入也提高了。”立定村乡村振兴专干央吉拉姆

介绍说。

搂着孩子们，白玛乔满脸自豪：“雅尼湿地

的生态越变越好，看到整洁的环境，我心里很

舒坦。我给孩子们认真讲述这些年来管护工

作中发生的故事，更会叮嘱他们，未来一定要

把雅尼湿地建设得更加美丽。”

（刘文博、田金文）

相关链接

千百年来，西藏人民在“世界屋脊”青藏高

原形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生态和谐

相处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新时代，作

为西藏工作的“四件大事”之一，“生态保护第

一”深深扎根各族群众心间。

从雪山到湖泊、从森林到草原，西藏坚守

生态安全底线，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生态保护治理大格局逐步完善。

最新数据显示，西藏主要江河湖泊水质

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域标准，已记录的野

生植物有 9600 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17种，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

的地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生态持续向好，水

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实现“双缩减”，“中华水塔”日益丰沛。青

藏高原正在加快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图景。

西藏林芝市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守护生灵草木美丽家园

拉萨古城、日喀则乡村、吉隆边境口岸；布

达拉宫、加吾拉山、珠穆朗玛峰……“10 天纵

贯喜马拉雅骑行游”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中秋国庆假期前夕，西藏拉萨市一家旅行

社的工作人员潘华鹏，备齐所需装备后，带领

游客沉浸式骑行在蓝天白云下、雪山湖泊边。

“我们每天骑行约 100 公里，累了就露营休息，

享受美食，欣赏壮美山河。”潘华鹏说。

做优“旅游+”、追求高标准、丰富产业形

态，是 2023 年西藏旅游发展的目标。自 2022

年末开始，在“冬游西藏”和本地游消费券等优

惠促销政策引导下，西藏全面加快旅游业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的步伐。

今年以来，西藏持续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

融合，各地相继举办系列文化旅游节。其中，

藏博会和雪顿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280 余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 10 亿元。

旅游新业态“景”上添花，更为西藏旅游市

场吸引众多年轻游客。今年 8 月，一场由西藏

青年发起的创意文化节“圣山林卡”，3 天引流

数千人。跨界摄影展、文创市集、艺术家分享

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尽情展示传统民族文化与

潮流文化碰撞的火花与魅力。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9 月，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同比增

长 67%，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46%。

2023 年已近尾声，西藏持续推进全域开

发、全季挖潜、全链协同的“旅游+”经济。9 月

27 日，西藏出台《西藏自治区关于促进夜间经

济和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积极推动

特色民族文化展示、展演、体验、鉴赏不断向夜

间延伸，旅游业进一步提质扩容，旅游经济释

放强劲活力。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相关负责人汪晓

冬介绍，2023 年西藏持续培育一批更具特色

的专项、精品旅游产品线路，努力用资源吸引

游客、用服务留住游客，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

优质的旅游体验。

（春 拉）

相关链接

产业发展是繁荣地方经济、改善居民生活

的前提，选择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既取决于当

地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也取决于战略定位

和发展理念。

旅游业被誉为“无烟工业”，也是扩大内

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旅产业覆盖

面广、综合性强，“吃、住、行、游、购、娱”6大元

素，涉及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西藏以山脉、水脉、文脉、古道

等为主线，推动全域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不

断打造多元化、高端化文旅产品，在独特的

自然人文环境下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坚

持走“自己的路”，文旅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局面。

今年，西藏全力推动全区旅游优质复苏和

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年旅游接待 3900 万

人次、旅游收入 510 亿元的目标任务。为此，

西藏将继续做好旅游全域、全季、全业文章，加

快推动“旅游+”“+旅游”，继续深化旅游与文

化、体育、教育研学、高原农牧业、健康养生等

领域相加相融、协同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西藏创新旅游新业态——

做优“旅游+”全域开发

一手紧握刻刀，一手托住木板，刀起刀落

间，一件件样式精美、色泽莹润的雕刻成品跃

然眼前……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外冲

村，“波罗古泽刻版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泽

培正在认真指导学徒制作木刻。

2008 年，“波罗古泽刻版制作技艺”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 60 岁的泽

培，从 12 岁开始学习这门古老的技艺，是家中

第 9 代传承人。据泽培介绍，波罗乡的刻版制

作已有数百年历史，主要产地外冲村被誉为

“木刻古村”。

波 罗 刻 版 制 作 并 不 容 易 ，包 括 切 割 、晒

油、加固等 10 多道工序。“我们一般选用优质

的红桦树，必须耐磨且没有裂缝。正式刻制

时，每一个字都必须与模板对应，不能跑偏、

变形。”泽培说，曾经的外冲村，因基础设施不

完备、手工艺品销路窄等，非遗技艺传承陷入

困境。

近年来，当地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驻村工作

队动员组织群众成立手工艺合作社，并帮助寻

找销路。以泽培为代表的传承人获得外出学习

的机会，木刻技艺不断精进。在多方努力下，外

冲村刻版产业逐渐走向规模化，成为村子的主

要经济来源，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拥金卓嘎就是从外乡慕名前来学艺的

学徒：“在这里能学到宝贵技艺，收入也不错，

我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外冲村村民正在

用刻版技艺开发制作更加丰富的文创产品，尝

试拓展网络销售渠道，与藏香等特色产业一体

发展。外冲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宇说：“我们正

积极打造‘波罗古泽刻版制作技艺’品牌，加强

刻版遗迹保护，进一步拓展群众增收渠道。”

“村里的房子越建越好，游客越来越多。

很高兴看到刻版制作技艺让大家学习到本领，

增加了收入。”泽培说，“我要趁身体还可以，尽

可能多教几名徒弟，让村民们能够依靠这门手

艺过上更好的生活。”

刀木之间，更多的“泽培”们正在用自己的

双手，在木板上刻画着美好的未来。

（刘文博、关明辉）

相关链接

西藏灿烂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和传承。

自 2012 年以来，中央和自治区财政累计

投入 3.25 亿元，支持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发展。《格萨（斯）尔》、藏戏和藏医药

浴法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当前，全区设有“非遗工坊”173 家，实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由个体到群体的

飞跃。

针对新的发展态势，西藏提出将文化产业

打造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目标，鼓励文创企业

发展，培养文创专业人才，特别是为唐卡、塑

像、藏戏等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市场化发展出台

一系列扶持政策。2022 年，西藏各类文化企

业超过 8000家，从业人员近 7万人，国家、自治

区、市（地）、县（区）四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

区）达 234家。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传承发展藏族传统

文化，还使广大农牧民得到实惠。非遗传承队

伍发展壮大、“农家书屋”星罗棋布、“三下乡”

艺术团开展文艺演出……文化的种子在西藏

广大乡村生根、发芽、结果，文化惠民、文化乐

民、文化富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西藏昌都市“木刻古村”——

刻画美好生活崭新图景

幸 福 花 开 雪 域 高 原
—新时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成就的一组特写

写在前面

喜马拉雅山巍巍矗立，雅鲁藏布江浩浩奔腾，共
同见证着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

日前，新发布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
其历史性成就》白皮书指出：“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引领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团结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022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 2132.64亿元，粮食总
产量 107.34万吨，公路总通车里程 121447公里，学校
3409所，人均预期寿命 72.19岁……新时代西藏的发
展与进步，充分证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完全正确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正在奋进新征程。

让我们走进满目青绿候鸟成群的湿地公园、传承
传统文化发展特色产业的小康村、不断推陈出新的旅
游新业态，感受西藏繁荣发展、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图为雅尼国家湿地公园风光。

在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村民白玛加

村正在制作木刻。

广东省 西藏林芝市

广州地铁开行“林芝”号

11 月 14 日上午，广东省广州地铁

3 号线，一趟命名为“林芝”号的专列

出发，由番禺区驶向广州市中心繁华

地段。

车厢地面和四壁都张贴着林芝美

景宣传图，粉红桃花盛放，雪山冰川映

入眼帘，西藏林芝的大美风光登上旅

游“快车道”。随着列车前进，乘客一

路“穿梭”在桃花林、青稞地、村落间。

广东对口支援林芝 29 年来，不断

创新援藏模式、拓宽援藏领域，将“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和

先进的理念、技术、人才等注入林芝。

两地企业、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紧密，

粤藏一家亲深入人心。

有乘客看到林芝美景后，激动地

说：“坐上这列旅游专列，发现林芝确

实非常漂亮。下次长假一定要带家人

一起去看看。”

山东省 西藏日喀则市

“寿光模式”培育高原果蔬

“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

朗。”

20 余年来，在山东援藏干部接续

努力下，位于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

市白朗县实现现代蔬菜产业从无到

有，发展成为西藏最大的“菜篮子”。

目前，白朗县已建成西藏首个国

家级蔬菜标准化种植示范区、首个出

口蔬菜备案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县区

种植蔬菜 10 余万亩。

山东第 9 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

创新援藏组织形式，组建农业园区小

组团。农业园区小组团成立后，主要

从完善基础设施、延长产业链条、精准

提供智力帮扶等方面加大援助力度，

开展“对标寿光·高原果蔬产业提升行

动”，推动日喀则市果蔬产业向产业

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从“青稞之乡”到“蔬菜基地”，日

喀则市设施果蔬平均每天产量可达到

40 吨，自给率达到 41%。如今，在日喀

则市的农贸市场，内地能看到的蔬菜，

这里几乎都有，圣女果、水果椒、秋葵、

贝贝南瓜等“时髦菜”摆上餐桌。

安徽省 西藏山南市

藏族教师入职安徽高校

新学年，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迎

来藏族老师扎西宗吉。通过安徽省事

业单位面向山南籍高校毕业生就业援

藏专项公开招聘，扎西宗吉顺利入职

成为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辅导员。

安徽省第 8 批援藏工作队积极推

进“组团式”就业援藏，落实 15 个公务

员岗位和 40 个事业岗位，征集优质民

营企业岗位 1500 个以上。他们从受

援县选派有创业意愿的 18 名高校毕

业生到内地企业跟班学习，并在返藏

后提供创业政策支持，取得良好成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安徽省对口援建的山南市第二高

级中学在 2023 年高考中交出一份漂

亮的成绩单——重点本科达线率、本

科达线率和总上线率均创建校以来最

好成绩。全年级 14 个毕业班中，12

个班级总上线率达到 100%。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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