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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脉蜿蜒 2400 多公

里，雪峰连绵，巍然耸立。然而，崇

山峻岭也牢牢困住了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加快

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喜马拉雅深

山里一个个偏远闭塞的乡村焕然

一新。

日前，记者驱车探访西藏日喀则

市定日县绒辖乡陈塘村，沿着蜿蜒的

盘山公路深入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一

处四面环山的台地便是陈塘村所在

地，村民告诉记者，20多年前，从定日

县城到这里走路要几天时间，如今开

车只需要3个小时左右。

夏日的陈塘村风景如画，村外

山巅白云缭绕，村内牛铃叮当。一

排排藏式装修风格的二层楼房错

落有致，村内水泥路铺到每家每户

门口。

绒辖乡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

麓，绒辖藏语意思为“深沟”，毗邻

尼泊尔，陈塘村是该乡下辖的行政

村。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定日县很

多人都没听说过深山里的绒辖，群

众住的是破旧的石头房，光线差，

不保暖。

2015 年 4 月，受尼泊尔地震波

及，绒辖成为重灾区，西藏自治区

随即启动灾后重建和边境小康村

建设。

7年过去，这里面貌一新：路通

了，手机信号通了，宽带网也通了，

“致富路”宽了。陈塘村村委会主任

达瓦扎西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

外地人自驾来这里，一睹绒辖沟秀

美的风景。当地村民已经开了一家

民宿和五六家甜茶馆，吃上了“旅

游饭”。

陈塘村村民赤列在拉萨一家

咖啡店打工 9 年之后，去年回家乡

开了一家藏餐馆，受到本地以及外

地顾客的欢迎。菜品有藏餐、川菜，

还有尼泊尔餐。

“现在边疆建设得越来越漂

亮，来观光旅游的多了。”赤列说，

目前餐馆每月毛收入已达1万元。

沿着喜马拉雅山往东，是位于

西藏山南市洛扎县拉郊乡的杰罗

布村。这里水、电、路、讯、网应有尽

有，村民住上宽敞明亮温暖的房

子，蔬菜大棚里更是四季常青。

村民索朗群培说，10 年前，在

这里放牧没电、没信号，大雪封山

大半年，“现在再也不怕与外界失

联了”。

“云雾缭绕似仙境，扎日风光

世难寻。”近年来，山南市隆子县扎

日乡全力推进边境小康村建设，各

族群众住上了新房，昔日偏僻的边

境山乡，成为秀美的“边疆明珠”。

扎日乡洛瓦村除了鳞次栉比

的藏式“山居别墅”，还有民族手工

艺加工厂。据介绍，当地山上长满

竹子，乡党委、政府因地制宜鼓励

群众开办竹器加工厂，生产竹篓竹

筐，引导群众致富。

陈塘村、杰罗布村、洛瓦村是

我国喜马拉雅深山边境小康村建

设的缩影。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加

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支持政

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截至 2021 年底，西藏 624 个边

境小康村全部建成，边民的日子过

得越来越红火。 （据新华社报道）

盛夏七月，大兴安岭南麓碧绿

如染。在科尔沁右翼前旗，10 万多

亩沙果树迎着阳光雨露，结出拇指

大小的青果。虽没到果子成熟季，

却早有客商盯上了它们。

果汁、果干、果脯、果酱、果馅

月饼……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想方设法摆

脱产业基础薄弱的困境，一心一

意从绿色发展中探路掘金，打造

出多品类、全链条的林果产业，让

小小沙果通过“72 变”，“变”出绿

富同兴的新路径和乡村振兴的新

景象。

科右前旗山高沟深，立地条件

差，资源禀赋不足，这里的老百姓

多年来只能依靠种苞米为生，收入

不高。近些年当地旗委、政府困中

求变、难中寻机，结合生态建设打

造出林果产业，破题乡村产业振

兴。

在位于俄体镇的恒佳果业有

限公司，5 台沙果去核切分机轰隆

作响。在这里，每年有 2100 吨的沙

果，经过分拣、清洗、切片、蒸煮、烘

干等 9 道流程，变成 700 吨色泽金

黄、口味酸甜的果干和果脯。公司

生产厂厂长李林介绍，通过供果、

摘果、生产务工等方式，公司带动

周边超过900户农户增收。

说起旗里打造的林果产业，俄

体镇白音村村民白振福心里热乎

乎的。“我栽了60多亩沙果树，每年

收入能达到15万元。”他满意地说，

这要归功于家门口的恒佳果业有

限公司，按照他和公司的约定，公

司收购沙果每斤价格比市场高出

0.1元。

科右前旗旗长王立东介绍，

像白音村一样，科右前旗目前有

156 个村栽植果树，占到全旗村总

数的 68%，果树经济林栽植面积

达 23 万亩，其中最主要的品种就

是沙果树，年产水果 6.25 万吨。

“这些年，旗里努力做大做强林果

产业，通过引入龙头企业，不断丰

富林果产品加工。目前旗里大规

模生产果干、果脯、果酱等产品，

中秋节期间还生产沙果月饼，春

节期间生产沙果饮料，不断拓宽

市场。”他说，“小沙果‘72 变’每

年给果农带来 1.1 亿元以上的收

入，全旗有 5000 多户农户借此增

收。”

“以前家门口的大山光秃秃

的，大风一来吹一脸沙土，可埋汰

了；现在漫山遍野的沙果树绿油油

的，不仅沙尘不见了踪影，而且小

沙 果 成 了 乡 亲 们 增 收 的‘ 金 蛋

蛋’。”大石寨镇三星村村民孙显富

说。

为壮大林果产业，让更多农户

受益，旗委、政府围绕延链、补链、

强链做文章。王立东举例，科右前

旗建有 24 个保鲜库，共计 9818 平

方米，聚焦林果品质价值提升，可

存储 7500 吨果品。谈起保鲜库，俄

体镇齐心村村民李桂良说：“保鲜

库让我家的沙果实现了反季节销

售，小果子身价一下子涨了近 3

倍。”

产业链逐渐完善，业态也更加

丰富，让科右前旗广大农民不再像

以前那样“靠天吃饭”，而是走上了

“农业+旅游”增收致富的道路。王

立东说，“赏花节”“采摘节”贯穿

沙果生长季，“全粉宴”“全鱼宴”

等美食又成游客们赏果、摘果时

的“旅游伴侣”。同时，直播带货也

成了科右前旗一些村民们的“必

修课”，一机在手就将山村农产品

隔屏促销，每斤果子收入提高 30%

左右。

科右前旗旗委书记孙书涛介

绍，科右前旗林果产业今年将有大

动作，多条新生产线即将启动。届

时果丹皮、果醋、果酒等产品将实

现规模化生产，更多的农户将通过

栽种果树、务工等方式进一步增

收。

“我们有信心将‘小林果’进一

步做成‘大产业’，为山林荒坡增

绿，为百姓致富加油，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孙书涛坚定地说。

（据新华社报道）

·大美边疆

喜马拉雅添美景——西藏边境小康村建设掠影

让小沙果“72变”拓宽乡亲致富路

雪山下绒辖乡的藏式新居雪山下绒辖乡的藏式新居（（44月月1010日摄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