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马拉雅添美景
——西藏边境小康村建设掠影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2年7月8日 星期五 编辑王浩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大 |美 |边 |疆 |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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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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岭壮乡气象新

西南边疆的云南、广西，有人口近一
亿，陆地边境线5000多公里。过去，西南
边疆“老、少、边、山、穷”，如今，贫困山乡
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小康家园，边陲末梢变
成了我国开放前沿，云岭壮乡气象一新。

脱贫攻坚圆梦小康

45岁的王世荣，做梦也不曾想：当年
差点冻死在高黎贡山上的独龙族少年，有
一天能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并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王世荣是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村
原党总支书记。他小学五年级时，和几个
同学结伴翻越高黎贡山回家，路上要走5天
4晚。最后一晚，大雨浇灭了他们的篝火，
孩子们蜷缩在凄风冷雨中，抱头哭泣……

饥饿和寒冷，伴随着王世荣的童年。
世事沧桑变幻，太阳照进了独龙江。

在党和国家关心帮助下，最近十余年，云南
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独龙族脱贫攻坚。
从修通穿越高黎贡山的公路，到为每家每
户盖安居房；从培育草果、重楼、独龙牛等
特色产业，到学习使用家电、电商购物和直
播带货……独龙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云南、广西都曾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2020年，随着最后一批贫困县摘帽、贫
困村出列、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扰云岭
高原、壮乡大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

广西凌云县浩坤村原为深度贫困村，
地处喀斯特山区，几个狭窄的“猪笼洞”曾
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必经通道。随着旅游
扶贫推进和高速公路开通，当地将浩坤湖
打造为网红景区，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
远方”。

边陲末梢变开放前沿

广西与越南接壤、毗邻北部湾，云南与
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历史上，广西是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云南是茶马古道起
点和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但在近现代，
交通设施落后制约了西南边疆开放的步伐。

如今，一条条高速公路、铁路在云岭
壮乡纵横交错，见证了我国西南边疆从

“山间铃响马帮来”到“通江达海连世界”
的历史性变迁。

广西崇左市，被形容为“打开门就是
越南，走两步就进东盟”。在崇左凭祥市
友谊关口岸，电子元部件、机械装备、纺织
产品等中国货物经此发向越南，来自越南
和其他东盟国家的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
经此进入中国。

凭祥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石春
燕说，2021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货值达
3242亿元，同比增长32.72%。“中国造”越来
越受到东盟市场青睐，东盟热带水果、海鲜、
大米等产品也更多地进入中国千家万户。

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半年多来，中老铁路客货两旺，国际物流大
通道作用日益凸显。截至今年6月30日，中
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累计发送
货物49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82万吨。

今年5月28日，首趟中缅新通道（重
庆-临沧-缅甸）国际铁路班列60个标箱
的货物，从孟定清水河口岸报关出境进入
缅甸。云南省临沧市商务局局长周永智
说：“这标志着中缅印度洋海公铁联运物
流大通道取得新的关键性进展。”

建设中国（云南）、中国（广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云南瑞丽、云南勐腊（磨
憨）、广西东兴、广西凭祥、广西百色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一系列开放新平台

落地云南、广西，引领西南边疆打造沿边
开放新高地。

产业崛起支撑高质量发展

金沙江上，白鹤起舞。
6月28日，在建规模世界最大、单机容

量全球第一的白鹤滩水电站，迎来首批机
组投产发电一周年。至此，白鹤滩水电站
已有9台机组投产，累计发电量达291亿千
瓦时。其全部投产后，装机容量达1600万
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可达624亿千瓦时，
是又一座“大国重器”。

白鹤滩是我国水电新名片，也是云南
绿色能源代表。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李
勤介绍，目前云南电力装机超过1亿千瓦，
以水电为主的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85%。
2020年，能源产业跃居云南第一支柱产业。

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改委主任岳
修虎说，云南加快推动绿色能源与绿色制造
深度融合。魏桥创业集团、河南神火、中国
铝业等铝业巨头相继入滇，隆基绿能、通威
股份、阳光电源、晶澳科技等光伏领军企业
进驻云南，宁德时代、德方纳米、亿纬锂能、
贝特瑞等新能源龙头也纷纷在滇布局。

在广西，10个千亿级工业产业集群已
经形成，内燃机、工程机械、乘用车等产量
进入全国前列，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到全国
七分之一。

广西崇左市被誉为“中国糖都”，全市
甘蔗种植面积400万亩以上，年产糖200
万吨以上。近年来，当地推进糖业体制机
制改革，稳定甘蔗种植面积，巩固提升高
产高糖基地建设，甘蔗种植机械化水平、
亩产量、含糖量持续提高，为国家重要农
产品保供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绿色为底色的产业崛起，支撑着云
岭壮乡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天河”北流
水清民富

——南水北调中线河南
段转型发展侧记

六月，石榴花开似火。河
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石榴
园里，64岁的张行国和管护工
一起，修枝、套袋、浇水……

“既保增收，又保水质，这
漫山遍野的石榴立了功。”张行
国说。

张河村是南水北调中线之
水出库流经的第一村。过去，
辣椒种植是当地富民支柱产
业。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
工建设，确保水质安全成为重
中之重，必须彻底解决辣椒种
植中施化肥、用农药引发的土
壤污染、水质氨氮成分超标等
问题。

为保障一渠清水安全北
上，经过多方考察，村里决定引
进一家农业龙头公司，整村流
转土地，调整种植结构，统一施
用有机肥料……“辣椒村”转型
成了“石榴村”。

“土地流转种上石榴后，农
民实现了‘一地生三金’。”张河
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给记者算起
了收入账：一是土地承包金，每亩
每年800元；二是“反租倒包”金，
村民从企业手里“反包”果园，负
责除草、修剪、采摘等，每亩每年
可获最高用工费720元；三是果
园种植收入提成，每种出1斤优
质果，最高可提成1元钱。

这样一来，当地石榴产业越
做越大，种植面积达到1.8万
亩。由于“反租倒包”的果园实
现了大丰收，张行国还被公司聘
为片区负责人，月工资3500元。

张河村的变迁，是南水北调
中线河南段转型发展的一个例子。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有
力改变了我国北方地区的供水
格局。来自河南省水利厅的数
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该工程
累计向河南全省供水150.54亿
立方米，其中生态补水30亿立
方米，优质丹江水惠及11个省
辖市市区、43个县城区和101个
乡镇的2600万人。

作为该工程最大受水区，
河南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干渠沿线城市群高质
量发展谱写出新篇章。

位于渠首的淅川县，超9成
国土划入水源红线。为保一库
清水永续北送，当地在花大力
气治污的同时，先后在南水北
调丹江沿线建成32个精品生态
观光示范园，让6.5万渠首农民
端上“生态碗”，带动1.2万贫困
户脱贫，且户均年增收近2万
元。淅川所在的南阳市更是立
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有机农
业，成功走出一条水清民富的
绿色协调发展之路。

“天河”北流，润泽广袤。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河南
乃至沿线相关省市而言，中线
供水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坚实支撑，未来必将进一步
造福沿线亿万群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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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下绒辖乡的藏式新居（4月10日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