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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走进城乡看发展走进城乡看发展

走进同仁市扎毛乡，一河流水碧云天，深秋
扎毛的风光一如记者当年初来见到时那般惊喜
……金秋十月，记者再次走进扎毛乡，细数乡村
振兴这一年，这片秋染谷地的山乡巨变。

青山绿水环抱，古色古香的藏式特色乡村
麦香满地。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生态资
源丰富、人文资源独特的的美丽乡村，多年前还
是一个深度贫困地区。

“以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河渠里面全是垃
圾，道路通行不便，路上全是坑洼泥泞，整个村庄
脏乱差，全村人均收入排在全市最尾，村民除了
去挖虫草和外出务工外，没有任何出路，看不到
任何致富的希望。”扎毛乡立仓村第一书记万玛
仁青回忆说。

扎毛乡的“春天”是从2014年“美丽乡村”
项目建设开始到来的，传统村落、特色藏寨、美丽
乡村、原生态藏乡、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接踵落

地见效，公交五号线路畅通，藏家乐风情谷一体
化村落、民族特色和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广
场、民族团结宣传一条街、党史文化长廊、村史馆
等一一建成。为了乡村旅游更加有“记忆点”，扎
毛乡在乡村旅游发展上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
旅休闲旅游地及文旅产品。扎毛乡乡村建设示
范村实施项目达18项，“修旧如旧”带有浓郁民
族特色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多功能型乡村，使
扎毛乡乡村旅游体系基础逐渐完善，扎毛乡完
成一次次“蝶变”。

2022年开始，扎毛乡一手抓乡村旅游，一手
抓产业振兴，双轮驱动加快发展，围绕“坚定绿色
发展路，建设生态旅游发展先行区”的乡村振兴
战略部署，以“建设乡村旅游规模化，争当全域旅
游示范”为总目标，干字当头、奋力作为，扎毛乡
乡村旅游工作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守住一方乡愁，扎毛乡重点打造旅游景点

大力发展藏家民俗体验和民宿接待服务产业，
让游客看到当初的风景、回归原始的情怀、还原
最初的味道。

“我在朋友圈看到扎毛乡美景，就按捺不住
向往的心情，带着家人来看看。果然这里风景
美不胜收，村里干净整洁、古朴雅致。”来自同仁
市的吴先生为扎毛乡的良好环境点赞。国庆期
间，扎毛乡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来这里欣赏美景、
体验特色旅游和家人共度美好长假。

从“村庄”变成了景区，从“村民”变成了股
东，幸福生活、共同富裕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以
前我们都要出去打工挣钱，留下家里的老人孩
子，一去就是几个月，现在不一样了，不用去城里
打工，而是城里人来我们这里挣钱了。”村民多杰
扎西高兴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扎毛乡深入实践全域旅游理念，围
绕“生态+旅游”方向，坚持政府投入与社会投资

两轮驱动，稳步推进扎毛乡度假文化乡居、休闲
化的郊野游、产业化的农牧公园的发展策略。
在旅游景观全域优化、旅游产品全域布局等方
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努
力使村庄变景区、田园变公园、风景变“钱景”，带
动农民村民过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幸
福生活。

“今后，我们以实现‘专高优’的特色服务品
牌为目标，成立扎毛乡众创平台公司，加快制定
以培养农牧业职业经营管理人、新型职业农牧
民、农牧业科技人才、农村电商带头人、返乡创业
人才、文旅品牌商、乡村艺术团队、本土乡贤、非
遗传承人、本土匠人、当地文旅服务人员为主要
对象的《扎毛乡乡村振兴新农民、新牧民培养计
划》和《扎毛乡农旅人、文旅人培养计划》，逐步实
现让群众在乡村旅游中有事可做、有钱可赚。”扎
毛乡党委书记王俊安表示。

扎毛乡的“蝶变之路”

秋意渐浓，泽曲大地从碧绿到黛绿，再到草
木渐黄，一年之中，丰收的季节悄然来到，草原上
牧草茂盛、牛羊出栏、分红到手，牧民一年四季辛
勤的劳动在这一刻化为丰硕的果实。

经过多年的发展，泽库终于走出了有丰富
资源却难掩困境的局面，牧民也从独自摸索的
孤径走向了集体发展的大道，而这里的牦牛、藏
羊也有了自己的品名——“泽库羊、泽库牦牛”，
生态畜牧业的徽章在泽曲草原熠熠生辉。

9月20日，在和日镇吉龙村牛羊成群、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原来这里正在开展和日镇首届

“泽库羊、泽库牦牛”良种畜评比活动。
“我家的牦牛膘肥体壮，毛色锃亮，犄角美

丽，一定会是头牌牛王。”牧民夏日多杰信心满满
地等待着评比结果。

量体长、品毛色、看牙口，几番评比下来，一
二三各等级的泽库羊、泽库牦牛脱颖而出，胜利
的红色飘带在它们的犄角上迎空飘舞。

本届评比主要以牛羊的体型、毛色、膘况来
选定，产生一二三等奖。和日镇每年都组织牧
民参加全县的牦牛、藏羊评比活动，在2019年、
2020年的评比活动中曾获全县第一名。群众们
非常乐于参与评比，大家都希望自家牛羊通过
评比获得冠军，在此类评比活动的激发下，全村
牛羊年年有变化，评比的好处一目了然。

在泽库，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草原上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合作社由村党支部引领，

整合草场，牧民以牛羊或现金入股，划区按季轮
牧、搭建高效的养殖基地分群饲养，种种养殖措
施，让牛羊的良种比例不断提高，畜群结构优化
也显而易见，牦牛、藏羊的市场竞争力与日俱
增。牛羊毛制品、乳制品等附加效益不断更进，
全县牧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牧民们对科学
养殖模式大加赞赏，给予了厚望。

正在举办评比活动的和日镇是泽库县生态
有机畜牧业发展中的后起之秀。

“今年全镇累计收入106万，已成为泽库地
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样板，下一步，我们将改变
传统产业模式，大力发展菜籽油、万只羊基地等
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和养殖等产业。”该镇党委书
记季海洋介绍了全镇的发展前景。

2020年吉龙村生态有机畜牧业合作社畜牧
产业收入59.3万元，农业收入54.6万元，商业收
入16.7万元，年底为社员分红68万元。“吉龙村
的藏羊个高、肉质细腻，今年8月底按1750元每
只的价格出栏319只良种羊，还有600多只即将
出栏。”该合作社理事长多杰吉布说。

泽库县从2012年开始，着力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努力探索适合县情的畜牧业发展路子，大
力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和产业化畜牧业的
转型。现已认证的有机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40
种。2019年，以牦牛和藏羊为主导产业，泽库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名单，并于2020年12月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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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广袤的河曲草原早已褪去青色，朝阳
下，蓝天白云、碧草深黄。

初见扎西当智时，他正和十几个牧民一起
忙着捡拾散落在草丛里的饮料瓶、碎玻璃、包装
袋。草长得很密，有的垃圾要趴在地上才能挖
出来。看着眼前再没垃圾了，扎西当智才坐在
草地上和记者聊了起来。黝黑的脸庞始终挂着
微笑，虽然有点腼腆，但眼神里带着一种坚韧和
明亮。当和他握手时，能感受到厚重的手掌里
满是这些年捡垃圾磨出的老茧，不禁令人深受
感触。

扎西当智所在的村子在河南县多松乡，距
离县城63公里，南与甘肃省玛曲县隔黄河相望，
坐落在黄河沿边。宽阔整洁的马路和一字排开
的太阳能路灯，以及街道满目鲜艳的党旗和国
旗，让人无不感叹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躬逢盛世
的喜悦。

53岁的扎西当智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汉
子，虽已年过半百，但身板壮实。说起自己捡垃
圾的缘由，他从15年前的一场赛马会说起。

“乡上那场赛马会结束以后，我看见草原上
满是垃圾，风一吹，垃圾被吹得到处都是，心里

很不舒服。从此就有了捡垃圾的想法，那一次
我捡了60多袋垃圾。”他告诉记者，看着捡完垃
圾后的赛马场变得干净如初，心里很有成就
感。从此，捡垃圾就成了他一发不可收拾的“副
业”。

捡垃圾说起来容易，坚持下去却很难。
“阿爸，你这么起早贪黑地到处捡垃圾，别

说别人笑话，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啊。”“你为啥到
处捡垃圾，有啥好处啊？”起初，面对家里人的反
对和嫌弃、邻里的质疑，仁青当智一笑了之，不
作任何解释，只是默默低头弯腰捡着垃圾。

“有时候也想着不捡了，回家帮着儿女照料
家庭，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年轻小伙，把路上的
垃圾随手捡起来塞进了自己的皮袄里，这一幕
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有了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扎西当智说。

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很多人开始支持和
鼓励他，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他的队伍，不仅有
年轻人，也有老人和孩子，大家活跃在草原、河
岸、道路沿线，一起捡拾垃圾也成了草原上一道
亮丽的景色。

“刚开始参与进来，完全出于对扎西当智的

佩服，但坚持4年后，慢慢让
我有了一种责任感，我们要
把美丽的草原留给子孙后
代。”64岁的加肉老人从手机
里翻出不少照片，傲娇地拿
给记者看，看不到一丁点儿
垃圾的草原美丽如画……

扎西当智和祖辈们世世
代代居住在河曲草原上，帐
篷里玩耍、牛群中嬉戏、马背
上成长的他们和草原有着深
厚的感情。这片土地是他们
生长的地方,对于这片土地,
他们看得很重,爱得很深。
本着对草原的热爱，大家不
分你我，不计报酬，共同守护
着“草原绿”。

“草场就是我们牧民的饭碗，草场如果被破
坏了，牛羊没办法生存，金山银山就没有了。”在
与扎西当智的聊天中，他道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朴素道理。

依赖草原、守护草原，是河南县世代群众在
游牧生活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也是深深植根
于他们心底的信念。

2020年，河南县不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在多松乡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而
扎西当智组织起来的这支“游击队”也有了正式
的名字——新风志愿服务队。

然而，“闲不住”的扎西当智又风风火火地
办起了他的另一个“副业”——老年学堂。他把

全乡有学习意愿的老年人组织起来，闲暇之余
共同学习新知识，一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利用这支新风志愿服务队中老年人
的优势，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日常的政策宣讲、环
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中，既让他们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而且还能起到成风化人、潜移默
化的作用。”多松乡党委副书记唐江说道。

青山相向开，绿水逶迤去。从一个人到一
群人，再到全乡干部群众，从“身边增绿”到“心中
播绿”，扎西当智用他朴实的行动影响和带动着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15年的守护，只此青绿。扎西当智坐在草
甸上，轻轻抚摸着身边的小草，脸上的笑容更加
灿烂了……

15年守护 只此青绿
—— 河南县新风志愿服务队扎西当智和他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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