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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小中甸，沿路的告牌讓
我們知曉這裡主產青稞、土
豆、高原油菜、高原藥材，小
中甸鎮鎮長洛桑群境介紹，以
前的小中甸僅靠傳統畜牧業和
單一種植，百姓找錢很難，近
些年通過實施調整，以前的牧
民變成半農半牧，在養殖上已
經規模化發展藏香豬，在種植
上大面積高原藥材瑪卡基地已
呈現，一座座別致的藏房就是
生產方式轉變利好的最好體
現。

做好「特」「精」「深」
經過多年的發展和積澱，高原迪慶的農業產業化已有了鮮明的特色，形成了以「香

格里拉．藏秘」、「大藏秘」、「藏鄉醇」等一批中、高檔葡萄酒、青稞乾酒、青稞白
酒品牌系列產品，以核桃油、高原菜籽油精深加工為主的「康邦美味」、「舒達」等系
列產品，以犛牛、藏豬、野豬、尼西雞等為主的「藏龍」、「藏鄉」等特色畜牧系列產
品。野生食用菌及森林蔬菜加工通過了「香格里拉松茸」原產地認證、HACCP產品質
量安全認證，實現了就地商檢就地報關；以藏藥研發生產為主的藥品精深加工，有十
五味龍膽花丸等6個品種獲得國家藥品生產批准文號。

梅里雪山下的世界級高端紅酒莊
2012年，法國酩悅軒尼詩公司、華澤集團與迪慶州德欽縣3方簽署合作協議，將在德

欽縣阿東村打造世界頂級葡萄酒生產基地。
品質決定品牌，正因為迪慶產優質釀酒葡萄，才吸引世界知名企業的入駐，目前葡

萄主產區德欽已建成1.35萬畝優質釀酒葡萄基地，其中3000畝通過有機原料基地認
證。2011年，釀酒葡萄產量從初產掛果期的50.3噸增加到2800噸，農業產值從最初50.3萬
元增加到了980萬元，種植農戶最高收入達到81000元，畝均收入最高的達到6800元。

行走在莽莽三迤大地，感受 絢麗七彩雲南，唯迪慶

讓記者感受不同，藍天白雲下，青草綠樹間，成群牛羊悠然自

得，三層藏房上的裊裊炊煙⋯⋯且不說生活在此景中的人，就看此

景的我們幸福感頓時倍增。

目前，迪慶正紮實推進「生態立州、文化興州、產業強州、和諧

安州」發展戰略，全力構建全州各族人民共有的「綠色家園、精神

家園、小康家園、幸福家園」， 努力建設全國藏區跨越發展和長治

久安示範區，在「橋頭堡」建設的帶動下，迪慶藏族自治州正走上

跨越發展的新旅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燕飛、王颯颯

■迪慶州委書記張登亮（圖中）在德欽

東竹林寺看望僧侶

順民意 惠民生 建和諧藏區

9月
下旬的迪慶，透 另外一種美，當記者與多位藏民交流時，從他們臉
上洋溢的笑容，我們找到了答案，幸福是什麼。

在「太陽最早升起的地方」尼西鄉工作20餘年的鄉人大主席汪新還清晰記
得，以前的尼西水資源缺乏，百姓基本靠天吃飯，日子過得非常窮苦，隨 國
家對邊遠山區，對藏區長治久安的關懷 ，迪慶州在全面落實各項強農、惠農政
策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草原生態保護補助，農牧民子女學生生活補助以及
外地政府企業的對口幫扶，「現在百姓日子好過了，看病、讀書不用交錢，60
歲以上老人可拿低保，且覆蓋率達100%。」
特別是近些年迪慶州旅遊業的發展，大大帶動老百姓增收致富，並極大地加

強了對生態的保護。如今的尼西鄉就擁有自己暢銷海內外的「三寶」， 尼西土
陶、尼西雞和尼西小米辣。湯堆村村民孫諾七林就看中其發展，率先規模養殖
尼西雞，帶領全村致富。2004年，跑運輸的孫諾七林偶然在昆明看見散養雞的
養殖場，萌生他要回家養雞的決心，因為家鄉的雞品種獨特，個頭小，肉質
香，最主要的是必須在特定生態環境下散養。帶 決心的孫諾七林很快就得到
家裡及村裡的支持，鄉鎮畜牧局也專門派2位技術人員指導，2005年，成立香格
里拉絨巴尼西雞有限公司，逐步成為迪慶州最大一家尼西雞銷售企業。現在不
僅自己有養殖和種苗基地，更重要的是帶動全村養殖尼西雞，銷往中國各地，
在村附近的主幹道上一條尼西土鍋雞的美食街也成為眾遊客的落腳地，「我土
生土長，村裡的變化我是看在眼裡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過呀」，孫諾七林笑容
滿面的說。
當記者把親歷親聞告訴迪慶州委書記張登亮時，他說：「迪慶州堅持以發展

的成績來振奮人心、凝聚人心。在經濟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把更多的社會財
富轉移到民生建設上，讓迪慶藏區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切身感受到民
族政策的溫暖。」
面對同樣的話題，州長黃政紅告訴我們，迪慶州委、州政府始終把保障民生

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使群眾幸福感明顯增強。不斷加大農業農村基礎設
施建設；投入專項資金690萬元開闢就業渠道；實施集中辦學、藏區高原農牧民
學生救助、高原遊牧民定居、地震安居和邊疆「解五難」等一批民生工程；州
內所有村委會已通公路，村通電率達98.92%，戶通電率達96.27%，各族群眾就
醫、就學和衣、食、住、行條件不斷改善，貧困人口由2005年的14.82萬人下降
到2011年的7.83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5.6%，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長14.8%。

謀跨越 促發展 造高原強州
走進小中甸鎮和平村區哇迪村民小組七主拉姆寬

敞的藏式樓房時，很難想像她以前住在
很老很小兩家合住的土掌房裡，該村總
支書記和有誠告訴我們，每逢三八婦女
節或冬季農閒時，村裡都會組織村民上
大理泡溫泉，到華東等地旅遊。
在香格里拉縣城建塘社區的江克村，

從2002年賬上只有4000元，外債46萬到
2011年村裡人均分紅22萬；組織村民從
中國大江南北、港澳台再到歐洲八國一
一遊玩，使江克村脫貧致富的就是該村
組長馬國平，「實實在在為群眾，沒有
錢就把家裡資產做抵押，為這個村子做
生意」，在他的倡議下，村民小組領導
班子認為，要發展必
須走集體經濟，從做
集資大樓開始幹起 ，
「今年給自己定的200
萬任務已經完成了」，
馬國平笑 說。
在迪慶，百姓通過

各種模式逐步富裕的
例子比比皆是。進入
「十二五」以來，迪慶
州緊緊抓住國家實施
西部大開發、建設中
國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等歷史性重大機遇，深入貫徹落實中央第五次西藏工
作座談會議精神，打牢生態、農業、教育、交通、城鎮五個基礎， 力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按照「一產抓特色，二產上水平，三產大發展」
的要求，加快實施「產業強州」戰略。狠抓各項強農惠農政策的落實，認真實
施農田水利等建設項目，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調整優化農牧業結
構，根據地域和氣候特點，大力發展高原特色農業，建設了金沙江沿線小春青
稞和大春煙草種植、「兩江」乾熱河谷葡萄種植、高半山區藥材和高原馬鈴薯
種植等優質特色農產品基地。特別是葡萄產業的發展還帶動了毗鄰的西藏昌都
及四川甘孜農民的增收。迪慶的人均有糧、生豬出欄數以及農業基礎條件都保
持在中國藏區州市前列。
按照新型工業化的理念，培育壯大旅遊、生物、水電、礦產四大支柱產業，

充分利用資源優勢，迪慶州先後引進中鋁、雲銅、昆鋼、廣州香雪製藥股份以
及法國酩悅軒尼詩酒業公司等一批國內外知名企業落戶投資。2011年迪慶全年
接待海內外遊客突破800萬人次，實現旅遊業總收入77.5億元；生物產業實現總
產值達24.9億元；全州水電總裝機達87.8萬千瓦；礦產業實現產值16.1億元。
GDP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主要指標的增幅繼續位列中國藏區各州市前列。
通過多年的努力和發展，迪慶已從無人知曉的民族小州，變成了世人嚮往的

香格里拉，輻射帶動作用日益凸顯，已是對內對外開放的前沿。

迪慶 舞動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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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慶州近年實施以集中辦學為重點的教育綜合改

革，解決了高原農牧民子女上學難的問題。

■州長黃政紅（圖中）與各族群眾相談甚歡

■獨克宗古城廣場舞 石顯堯攝

■在田間，收割青稞的農戶笑容滿溢，不

時傳來爽朗的笑聲。 吳燕飛攝

■從野生食用菌的採集到銷售，目前迪慶州

農民僅松茸一個產品的年收入就達近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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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南 新 跨 越 之迪慶篇

■天下奇景——梅里雪山日照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