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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滩，一个美丽而又充满诗意的名字。同仁县扎毛乡扎毛
村蝴蝶滩藏家乐游乐餐饮园就修建在位于该村文化广场的一
侧。“蝴蝶滩”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促使记者再次前往扎毛乡采访的
直接原因。1月18日，天气格外晴朗，是个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

村口竖着藏汉两文书的“高原最美藏乡·扎毛”的黄河石标
识，洋洋洒洒的朱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使人顿感温暖的同时肃然
起敬。

映入眼帘的是依山而建的特色村落，平坦宽阔的村庄道路，
富含文化色彩的广场水体，开心惬意的藏族群众……青山为体、
碧水为衬、绿色为托、文化为魂，“美丽乡村”建设使曾经生产力发
展水平和社会化发育程度较低，群众生活水平低，产业结构调整
步伐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群众增收困难，贫穷落后的
小山村焕然一新。

据扎毛乡党委书记李俊介绍，扎毛村蝴蝶滩藏家乐游乐餐饮
园项目总投资 115.71万元，占地面积 10亩，其中合作社成员自筹
35.71万元。项目包括骑马、射箭、民族歌舞等民族风情游乐及藏
式餐饮的基础设施，计划扶持 123户扎毛村的贫困户 554人。采
取“游乐餐饮园+合作社+项目户”的专业合作型经营组织形式，依
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盈利返还
的原则组建。

记者了解到，项目建设初期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选定60户庭
院条件较好、劳动力富足的农户为试点，并改造维修接待环境、美
化庭园、住宿和餐饮等设施。为其购置床单被套 240套，电视、
DVD、音响设备60套。目前，60户藏家乐改造已基本完成，每户统
一配备的藏式沙发、藏式茶几各 3组，被子床单 4套，厨房消毒柜
等均已到位。

近年来，在同仁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该乡因地制宜确
定了以打造扎毛乡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形成旅游发展的良性循
环来助群众增收的发展思路。2014年，该乡扎毛村通过“高原美
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有了明显改善，新建了民族特色房屋、停
车场、公厕，为把扎毛乡打造成原生态风情景区和原生态旅游发
展示范乡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要
求，该乡于2015年起在每月26日对村庄环境卫生进行大扫除，集
中整治“六乱”，即乱搭、乱建、乱放、乱堆、乱圈、乱种。各村推选1
至2名保洁员，义务组织村民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清除环境脏乱
差“死角”。群众积极投工投劳，同仁县林业部门大力支持，各林
场积极配合提供苗木。如今，扎毛乡的空闲地种植了金叶榆、丁
香、山杏、倒柳、刺玫、云杉、菩提等 20余种树种。处处有苗木，处
处有风景。

美而不富不为美，如果没有产业做支撑，建再好的房子也只
是摆设。乡村之变，变化最大的是人；乡村新貌，最新的是人的精
神面貌。随着村容村貌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群众的
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观念一变天地宽。发展种植、养殖、外出务
工、办藏家乐，群众开始寻求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家喜迎四海
客，坐地招揽八方财。于是，“藏家乐”就成为了扎毛群众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的有效路径。

在扎毛的村道、广场，背水迎客和挤奶的藏家姑娘、悠闲诵经
的老阿妈、传统石磨青稞炒面雕塑自然分布于玛什当村和亚什当
村各个角落，与静谧的村落和德钦、宗科、宗俄三座藏传佛教寺院
相依相伴，远望神秘而古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生态自
然景观跃然眼前。精湛而又古老的民间传统木器手工艺和传统
藏戏源远流长，为扎毛乡建设“原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奠定了坚实
的文化基础。

据了解，为进一步开阔妇女视野，学习先进经验，更新思想观
念，探索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休闲度假场所藏家乐建设、现代特色
农牧业发展。2015年 8月底，扎毛乡组织牙什当村 50余名妇女，
专程到互助县观摩学习先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的成果
及先进经验、旅游经济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运营模式和农家乐
先进经营管理。10月中旬，该乡33名人大代表又赴互助县学习考
察旅游产业基地建设、旅游接待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大家对于新
农村发展建设中的现代农业和旅游业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只有
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增加经济收入，群众整体生活环境才会得到
改善。

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中，扎毛乡党委政府和村两委充分调
动和激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群众对党
和政府不断充满自信，对未来生活不断充满自信，“两委”有活力，
党员有精神。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以实际
行动见证了一个个美丽乡村建设化茧成蝶的缤纷过程。

该乡于年后将依据“产业支撑扶贫，精准识别脱贫”的扶贫攻
坚理念，就如何经营“藏家乐”，对60户确定的“藏家乐”农户进行
培训，并制定与市场接轨又不失扎毛特色的“特色菜单”食谱。充
分挖掘外围丰富的自然、人文、民俗、旅游等区域资源，并利用优
势资源开发人文、自然景观，举行藏乡风情旅游推介会，并在该乡
立仓村和果盖村陆续兴建50户“藏家乐”特色农户，把扎毛文化融
入到农庄景区服务项目中去，让游客深刻体验当地自然人文氛围
和民俗风情，使农家餐饮住宿体验休闲能力进一步提升。使藏家
群众收入逐年增加，真正实现“腰杆挺起来，腰包鼓起来，笑容露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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