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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市场对绿色健康食品需
求的不断增加，藏香猪逐渐成为市场上的

“香饽饽”。12月4日，在喧嚣的物交会现
场，一股来自高原的独特气息，让不少人
驻足停留——这就是乃东区多颇章乡索
朗村的藏香猪。它不仅是当地村干部的
心血，更是当地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新希
望。

“没能找到一个绝佳展位，有点可
惜。”

这是记者来到乃东区多颇章乡索朗
村藏香猪展位时，驻村干部旦增赤来说的
第一句话。去年他来到物交会还是以记
者身份，今年是他在乃东区多颇章乡索朗
村驻村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跟着村干部
来到物交会卖猪肉。

“虽然位置偏僻，但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到今天为止，我们索朗村的藏香猪已
经卖出去了10头。”旦增赤来兴奋地说，索
朗村的藏香猪以其独特的肉质和营养价
值，在物交会上备受青睐。

多颇章乡索朗村位于泽当镇西北方
向，距泽当镇16公里，平均海拔3800米，气
候宜人，水源充足，适宜发展农牧业。索

朗村的村干部为了让群众更加富裕起来，
积极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探索出
政府搭台、抱团发展、立足优势、多元增收
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从群众手中收
购3头母猪和2头公猪，在村集体空地上修
建猪圈学习养猪技术，几年下来，藏香猪
从原先的5头发展到如今的79头。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零散到规模，索朗村的藏
香猪养殖已经步入正轨，村干部们也从一
个门外汉变成了养猪“土专家”。

旦增赤来介绍：“去年物交会上索朗
村藏香猪创收2万余元，今年我们从村里
带了20多头，预计实现收益4万余元，将有
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民索朗次仁告诉记者，过去他们主
要以放牧为生，收入并不稳定。但现在，
通过养殖藏香猪，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
稳定提高。

村干部告诉记者，他们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坚信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下，多颇章乡索朗村的藏香猪养殖产业一
定能够成为推动乃东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为农牧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更美
好的生活。

山南冬日的清晨，暖阳照耀下的第44
届雅砻物资交流会上，巴基斯坦、尼泊尔、
不丹等商户参展，为物交会带来了不同的
文化特色和魅力。

在区外展区巴基斯坦手工铜器展位
上，人头攒动。展位上的铜器，大小从十几
厘米到一米多不等，栩栩如生的鸟兽、高大
精致的花瓶、小巧别致的摆件，吸引了无数
前来逛展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铜器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工艺
品，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纯手工打制而成，
要经过熔炼、制模、打磨、刻花、上彩等多个
工序才能完成，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
化价值而深受欢迎。

“这个一对 600 元。”“我帮您包起
来。”……

客商穆罕默德在翻译的帮助下和顾客
交流着，每卖出一件铜器，都不忘用中文说
一声“谢谢”。

“我是第一次参加雅砻物交会，带来的
都是更受西藏人民喜欢的马、羊、鹤等造型
的铜器。”穆罕默德说，“大家都很喜欢我们
的铜器，开幕第一天就卖了4.5万元，相信
未来几天会更好。”

在隔壁的巴基斯坦玉石展位上，客商
祖拜尔正在忙着为顾客介绍自己带来的产
品。

巴基斯坦玉，又称巴玉或青白玉，是一
种大理岩类型的玉石，因其独特的颜色、纹
理和较低的市场价格而受到欢迎。

“我很喜欢这套茶具，摸起来很温润，
价格也合适，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上。”市民
玉珍说。

展位上的玉石制品琳琅满目，既有温
润细腻的手镯以及摆件，也有精美的茶杯、
花瓶、钟表等日常用品，价格也从几百元到
近万元不等。

祖拜尔说：“我是第一次参加雅砻物交
会，这里喜欢玉石的人挺多的，生意也不
错，这两天收入已经达到了2万多元。”

除了铜器和玉石，来自俄罗斯的特色
产品也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在参展今年雅
砻文化旅游节展销会后，商户冯乙轩再次
带着俄罗斯的商品参加了此次物交会。

他的展位上汇集了各类休闲食品、乳
制品、饮料酒类等，套娃、奶粉、伏特加、紫
皮糖、纯黑巧克力等应有尽有，供顾客挑
选。

“我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来的，就在俄
罗斯对面。”冯乙轩说。

“我买了羊奶粉和俄罗斯套娃、火腿三
样东西，这次在家门口买到俄罗斯特产真
的很开心。”市民张女士说。

两天下来，冯乙轩卖出了2万多元的
货，“唯一的遗憾是今年的展位有点偏，不
然生意会更好。”冯乙轩说。

据了解，此次雅砻物资交流会参展区
外商户达116家，开幕式当天成交额达243
万元，截至 12 月 4 日，累计成交额达 2000
万元。

“大家过来品尝一下，我们炒的黑青稞
非常不错，磨出来的糌粑味道更是一绝。”

12 月 2 日，在鲁琼物交会市场人头攒
动，“烟火气”旺盛。记者在一个摆满糌粑和
炒黑青稞的摊位前，看到一位身着黑色大衣
的大哥正在大声吆喝着招揽过往的客人。

采访中得知，这些商品产于琼结县加麻
乡扎西村平若水磨糌粑有限责任公司，大哥
叫土旦旺扎，是该公司的一名员工，今年刚
入职，主要负责产品销售。

“我们的产品平时就有很多人过来买，
尤其是水磨糌粑，口感细腻，保存时间长，网
上订购的也多，大家非常喜欢。”土旦旺扎
说。

在拍摄过程中，有一位“阿佳”从人群中
走了过来，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阿佳”叫
尼玛曲宗，是平若水磨糌粑有限责任公司的
负责人。尼玛曲宗向记者介绍，公司开办于
2019年，主要经营销售水磨糌粑、菜籽油、辣
椒等农副产品，主打产品水磨糌粑远销周边
县（区、市）。目前，公司员工共有41名，一
年纯收入能达60余万元，带动10余户农牧
民家庭稳定就业，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村民增
收“双赢”。

记者还从采访中得知，在糌粑厂生意正
红火时，尼玛曲宗又分出精力自掏腰包把自
家院子改造成藏毯编织厂，在本村吸收了36
名妇女编制藏毯、卡垫，帮助她们实现灵活
就业。“这次物交会，截至今天已经赚了4万
余元，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尼玛曲宗高兴地
说。顾客西洛旺堆说：“他们家的糌粑我平
时就在买，味道真的很不错，加点酥油、奶
渣，揉出来的糌粑团真的特别香，今天我也
给朋友买了两袋。”

物交会现场，叫卖声、交流声、欢笑声此
起彼伏，如今的雅砻物资交流会早已成为农
牧民群众商品交易、文化交流、产品展示的

“嘉年华”。

轻轻举起一杯桑日帕竹塔木葡萄酒，
靠近唇边，那醉人的甜美果香瞬间扑鼻而
来，浓郁而诱人。12 月 3 日，第 44 届雅垄
物资交流会桑日帕竹塔木葡萄酒展示柜前
围满了循着果香前来品酒的顾客，轻啜一
口，甘甜与醇厚在舌尖上交织，如同初雪的
纯净，又带着勃勃的生机。

“我们这次物交会是线上线下同步售
卖，响应政府号召给出了五折的优惠价格，
干白、干红、半甜、甜型和冰酒，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口味需求，另外我们还带来了小瓶
礼盒套装，可以让大家以最实惠的价格尝
到多种不同的口味，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帕竹塔木销售白马群宗在直播空隙说。

“这个酒我买了好多次了，入口绵柔，
回味甘甜，度数又不高，今天优惠力度大赶
紧囤一些”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桑日县自2011年起开展超高
海拔葡萄种植，由曲水荣顺生物科技公司
在塔木村试种。2015年筛选出6个适应当
地气候的品种，2017年成立全球首家超高
海拔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企业。目前种
植面积达9000余亩，分布于10个村庄，分
四个基地，计划增至 10000 亩以上。葡萄
在高原上茁壮成长，青藏高原的洁净空气、
干净雪水、无污染土壤以及当地人民简单
快乐的心灵，共同赋予了这些葡萄酒无与
伦比的品质。葡萄中的花青素、白藜芦醇、
黄酮类成分成倍增加，而且极大的昼夜温
差，让葡萄更加香甜可口。

通过参加此次物交会活动，帕竹塔木
葡萄酒不仅展示了品质优势和品牌形象，
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葡萄酒
选择。

要说到物交会上什么东西卖的最好，
非牛羊肉莫属。作为历年来的“销冠”，每
年都吸引着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选购。

随着人流来到措美县哲古镇的畜产
品展区，牧民们早已将肉质肥美的新鲜牛
肉摆出来供人们挑选。“哲古的牦牛肉可
是这个。”市民扎西次仁比着大拇指说，

“我们得早点挑点肉，回去做风干肉，为过
年做准备。”措美县哲古镇平均海拔 4600
多米，哲古草原上生长着藏野葱，牛吃了
肉质格外鲜美。因而，在雅砻物交会上，
哲古镇的牦牛肉常常脱销。商户加措来
自措美县哲古镇扎杂村，这已经是他第四
年参加物交会。

“每年雅砻物交会都是我们农牧民销
售牛羊肉的重要平台，今年物交会，第一
天收入就达到了4.5万元，比去年还高，今
年收入肯定差不了。”加措高兴地说。除
了措美的牛肉，来自浪卡子县的苏格富硒
绵羊也是不遑多让。在海拔 4500 米以上

草场生长的苏格绵羊，因其富含享有“第
一长寿元素”“防癌抗癌之王”等美誉的硒
元素而备受人们追捧，被称作“肉中人
参”，相较普通羊肉营养价值更高，被国家
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也是国家十大畜禽优异种质资源。

在商户群培的展位上，来自拉萨的游
客次仁曲珍挑好了羊，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它。“我这次来物交会，主要就是冲着苏格
绵羊来的。”次仁曲珍说。群培是第三年
参展物交会，今年他带来的35只羊，到第
二天就卖到只剩下了7只。群培说：“今年
物交会上我们的羊卖的比以往都快，收入
也达到了6万多元，有点后悔没再多带些
羊来。”

据措美县和浪卡子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参加今年物交会的措美县牧民有 859
户，浪卡子县牧民有 144 户，截至 12 月 3
日，措美县累计成交额达2304.2万元，浪卡
子县累计成交额达934.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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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雅砻物资交流会聚焦雅砻物资交流会

村官当“猪倌”带动乡亲致富
本报记者 拥青卓嘎

图为顾客在挑选铜器。 本报记者 次仁罗布 摄

图为祖拜尔在向顾客介绍玉石。 本报记者 次仁罗布 摄

图为俄罗斯套娃。 本报记者 次仁罗布 摄

糌粑香飘物交会
本报记者 次旦卓嘎

牛气冲天“羊羊”得意
——物交会上牛羊肉持续走俏

本报记者 次仁罗布

桑日帕竹塔木葡萄酒：

品一口香醇 憩一方人生
本报见习记者 邓烨炜

图为热销的糌粑。 图为包装精美的菜籽油。

图为顾客在品尝糌粑。

图为商家在展示桑日帕竹塔木葡萄酒。 本报见习记者 邓烨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