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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扎，藏语意为“南方悬崖”。
西藏山南市洛扎县，海拔6000米以
上的雪山有 6 座，平均海拔近 3900
米，境内沟谷纵横、山势险峻。过
去，受制于交通和产业基础薄弱，这
里的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
势。如今，在中粮集团帮助下，当地
成立了西藏唯一一家养虫喂鸡模式
的藏鸡养殖企业。在循环农业模式
下，藏鸡蛋每个能卖到5元至6.5元，
进入中高端市场，远销全国各地。

自 2002 年对口支援洛扎县，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投入各类援
助帮扶资金 2 亿多元，先后兴建 60
余个援藏项目，派出7批援藏干部挂
职。其中，“十三五”期间中粮实际
投入援藏资金近1亿元，是“十二五”
时期的 2.25 倍，扶持涉及种植、养
殖、农副产品初加工等领域10多个
不同类型的产业项目，对洛扎打赢
脱贫攻坚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洛扎
县委副书记李国伟是中粮援藏干部
中的一员。他从2004年起先后4次
援藏，将人生中黄金的12年奉献给
了洛扎。在 2004 年至 2007 年的第
一个任期中，他打造出“高原情”牌
白酒，使得洛扎高圣酒业成为山南
三大龙头企业之一。2013年8月再
次援藏后，洛扎已发生巨大变化，柏
油路从县城直通拉萨，民生建设如
火如荼，他决心在产业方面再谋发
展。

从藏鸡养殖入手，为提高产品
附加值，李国伟将养殖黄粉虫的师

傅请到洛扎，探索在高原环境下养
殖黄粉虫的技术。经过一年半的摸
索，终于实现了在西藏大规模养殖
黄粉虫。在中粮帮助下，当地创新
养殖模式，将藏鸡养殖、黄粉虫养
殖、蔬菜种植有机结合，养虫喂鸡、
虫粪鸡粪还田、种植萝卜喂虫喂鸡。

随着藏鸡蛋品牌效应显现，拉
萨白鸡养殖项目、肉用型藏鸡养殖
项目等纷纷落户洛扎，各类研发资
金、产业扶贫资金也瞄准了当地循
环农业项目，不断有人来参观交流，
周边群众也由此受益。养鸡场员工
其美央宗的养殖技术得到提高，被
提拔为场长助理，她说：“感谢党的
好政策，不仅工资增加了，还学到了
技术，增强了自信。”

经过多年探索，中粮集团把产
业扶贫作为援藏工作的总抓手，借
助扶持产业项目，结合当地条件和
市场需求，努力将援藏工作、产业发
展、脱贫攻坚等诸多课题融为一
体。除种养循环农业项目外，中粮
还引入蒙牛乳业，帮助西藏建立完
整的现代乳产业，推进拉萨净土乳
业乳制品加工厂、森布日现代牧场
建设，从青饲玉米种植到奶牛养殖
再到乳制品加工，开展全链条式帮
扶。

在积极探索产业援藏的同时，
中粮集团还从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就业等方面多维度推进帮扶工作。

医疗扶贫方面，积极探索新型
合作模式，为当地引入优质医疗资
源。本着实用原则，中粮以乡镇卫

生院标准化建设为核心，努力提高
基层医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为居
住偏远的农牧民群众寻医问药提供
便利。

洛扎县的很多基层医生至今依
然记得，中粮连续3年组织长期在乡
镇卫生院工作的藏族医生赴北京
999急救中心参加培训，学习急救理
念，特别是B超和心电图诊断技术，
为乡镇卫生院配备多种简便实用的
检测设备，受到基层医生的好评。
连续 3 年将北京 999 急救中心的专
家请到洛扎县，与乡镇医生同坐诊
同探讨，仅一个月时间就接诊当地
农牧民群众1756人次。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粮在“十
三五”期间建设完成洛扎县五保户
集中供养中心、洛扎县人民医院专
家周转楼、洛扎县人民医院病患营
养餐厅等项目，让洛扎人民的日常
生活基础配套设施得到完善。洛扎
自2017年起开始推进边境小康村项
目建设，中粮集团负责洛扎镇嘎波
社区协其村的整改项目。工程按期
开工并如期交付使用，赢得群众好
评。

就业援藏方面，中粮按照“以产
业带就业、以产业创造就业岗位”的
思路，为西藏产业发展牵线搭桥，在
援助中开展合作、在合作中体现援
助。通过对口援助洛扎县产业项
目、和西藏其他地市开展合作、集团
下属企业面向藏籍学生举办专场招
聘等多种途径，为当地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

中安在线 中安新闻客户端讯“每
天采茶收入200元，年底还能分红，在家
门口就业挺好！”门巴族的采茶姑娘 28
岁的次仁旺姆告诉记者，她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到家乡西藏山南市错那县的
勒布沟。

勒布沟是喜马拉雅山东段的一条
南伸式大峡谷,海拔2800米左右。该区
域种茶历史悠久,特殊的地理条件使这
里雨水丰沛、昼夜温差大、环境无污染,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在这里，有我国海拔最高的一片老
茶园，但是原来茶园面积小，种植技术
落后，茶产业发展缓慢，安徽援藏工作
队到来后，对 144 亩老茶园进行了机械
耕除、增施有机肥、地布防草、缺株补植
等一系列老茶树复壮措施，使这片接近
生产寿命的老茶园恢复了升级。

来自马鞍山市的安徽省第七批援
藏干部、错那县农业农村局任副局长裴
含龙告诉记者，在他们到来后，先后协
调黄山市举办3期茶叶技工培训班，帮
助茶叶合作社改进工艺、改善品质、创
设品牌，去年12月底合作社“雪域毛峰”

“雪域勒红”分别获得中国茶叶协会特
别金奖和金奖，在北京举办的“藏茶进
京”活动，更是将山南茶叶推向全国，合
作社当年产值实现翻番。“在十四五期
间，安徽省援藏资金拨出了500万，再对
勒布沟的4个乡进行茶园的建设和品种
的更新。”

该项目不仅树立了安徽援藏形象，
更让当地群众也得到了实惠。

次仁旺姆所说的采茶，正是在家门
口的老茶园内工作，流转了自家4亩茶
园，介入勒乡茶叶合作社，并且在合作
社务工。次仁旺姆和老乡们每天采茶
收入200元，天气好的时候，每个月能有
一周的时间采茶。年底合作社还会给
每个人分红3500元，并发放很多生活用
品，她觉得在这里工作特别好。“家门口
就业特别好，谢谢安徽！”合作社的门巴
族老乡们感慨道。

25 岁的藏族姑娘卓嘎拉姆和次仁
旺姆有同样的感触。在山南市琼结县
的安徽援藏千亩蔬菜基地里，小番茄、
网纹瓜等网红品种正在挂果，在海拔
3600 米以上的雪域高原瓜果飘香。“快
来尝尝，高原的瓜果可甜啦！”安徽省和
县绿缘温室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伍克
斌忙着招呼家乡来的记者。

卓嘎拉姆就是在这片种植基地工
作的村民之一，她告诉记者，以前自己
在外务工，去年来到位于琼结县的安徽
援藏千亩蔬菜基地工作，每个月工资
4800元，离家很近，工作很方便，她觉得
非常好。据悉，和卓嘎拉姆一样，蔬菜
基地附近的措杰村和唐布齐村总共200
多位藏族群众在此处务工，月工资在
4800到5500元。

“基地一期占地 1026 亩，目前年产
值1500万元，二期956亩已经基本建好，

全部投产之后，提供就业岗位400个，年
产值可超过 5000 万元。”伍克斌告诉记
者，基地与安徽省农科院、安农大等农
业院所均有合作，主要种植西甜瓜、口
感型小番茄、特色蔬菜等。“自治区内主
要销往山南、拉萨、林芝等地，自治区外
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很受市
场欢迎，供不应求。”

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建立，不仅增加
了雪域高原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更是鼓
了藏民们的腰包。

据悉，自安徽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
2019年7月进藏，安徽省“十三五”援藏
项目基本都已开工建设，主要任务是收
尾总结和谋篇开局，为帮助受援县区解
决实际困难，保持年度援藏资金投入的
均衡性，工作队积极对接援藏4市，落实
计划外资金1.8亿元，实施了一批事关民
生改善和乡村振兴的项目，不仅帮助受
援县办成很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而且进一步增进了援、受两地多层次
的交往交流。今年4月份，西藏自治区党
委书记王君正专门召开座谈会，工作队
在会上介绍了计划外援藏项目建设工作
经验，得到自治区领导的充分肯定。

三年来，安徽省就业援藏提供岗位
数、产业援藏建成项目数、交流交往交
融规模等，均在全区各援藏省份中处于
前列。山南干部群众对安徽援藏的评
价就是“安徽援藏是最实在的”。（记者
张毅璞）

“家门口就业挺好，谢谢安徽！” 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拔节成长
经济日报记者 乔金亮

图为卓嘎拉姆在采摘小番茄。

图为中粮集团引进现代牧业团队协助开展运营管理的森布日现代牧场。

①图为中粮集团在洛扎县投入 4000
万元建设的边境小康村。

②图为 2020 年 12 月 29 日，首批 36 名
山南籍高校毕业生赴湖北黄石组团式市场
化就业。

③图为湖北文理学院第十一批格桑花
支教团队与琼结县中学学生合影。

④图为勒仓莲茶登上茶叶推介会。
⑤图为湖南省援藏医生谭涛在进行治

疗。 本报记者 王志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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