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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幸福 

们通过消费青稞，为西藏的脱贫出一份力。

这正是西藏、上海两地从 2018 年开始实施的“消费扶贫”

项目。以美食为媒，这条连接起藏区和东部城市餐桌的供应链，

为日喀则市脱贫攻坚带来新的变化。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提到：消费扶贫

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

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的重要途径。

上海近年来在“消费扶贫”方面，可以说走出了一条可持

续的特色之路。 

沪藏青稞缘

倒上酥油茶，围坐在院子里，去年秋天，江孜县江热乡让

康村藏民国杰家来了一批上海来的客人。

作为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青稞是国杰家主要的收入来

源。这一年，家里种的 16 亩青稞田大丰收。更让他高兴的是，

国杰再也不用开着拖拉机到县城里低价卖青稞了。他家有 4 亩

田划入了公益试验田，这 4 亩田里收获的青稞，能够以高出市

场指导价 20% 的价格被收走。

青稞多卖钱，自然是好事。国杰给上海客人再满上酥油茶，

看着他们手机里的青稞菜品图片，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大多数

藏民只知道青稞能做成糌粑和青稞酒，更多的青稞美食，他们

还未曾见过。

来自上海圆苑餐厅的谭超杰，是第一次进藏，也是第一次

看到青稞田。他说，圆苑餐厅自 2018 年推出青稞菜品以来，销

量很不错，有回头客专门冲着青稞而来，“现在很多人吃东西

都注重绿色和健康，偏好低糖低脂的食品，青稞自然成为一个

很好的选择”。

现在看来，将青稞推而广之，不仅是大城市里“三高”人

群的福音，也是无数藏民们脱贫的机会。但当初，能把青稞这

条供应链的供给端和需求端连接起来，靠的还是多方组局。

吴志跃，是上海第四批援藏干部，2004 年至 2007 年在江

孜县扎根 3 年。回到上海，2012 年提前退休的他就一直惦记着

这片土地。2015 年，吴志跃便做起了这里的青稞生意，并于两

年后创立了上海藏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日农业”），

把江孜县特有的农产品青稞引入到上海等大城市。

吴志跃告诉《新民周刊》，青稞的营养价值很高，尤其是

“β- 葡聚糖”含量比较高，适合糖尿病和“三高”人群食用，“而

西藏日喀则海拔高、日照充足、紫外线强，这里产的青稞中 β-

葡聚糖含量最高，是青稞的优质产区”。

2019 年，江孜县销往上海的青稞占整体销售量的 7%，两

年前，这个数据仅有 1% 左右。如何让青稞产品更有影响力，

吴志跃一直在寻找机会。直到 2018 年 7 月，上海市政府合作交

流办和美团点评发起“助力高远”美食消费扶贫公益项目，尝

试将青稞这条供应链变为现实：他们把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农

产品供应商、餐饮商户和广大美食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连

接起来，通过流量支持，将绿色食材推送到城市餐桌。

同年 10 月，“助力高远”项目推出了第一期 23 款公益套餐，

开启了美食消费扶贫的试水。两个月后，藏日农业和美团点评

签署合作协议，作为供应商向当地采购青稞。其采购量从 2017

年的年采 300 吨，上升到 2019 年的 1500 吨。

今年是上海对口援藏的第二十六年。在这 20 多年间，

上海市先后选派 9 批共 660 名援藏干部进藏，在日喀则以

及江孜、定日、萨迦、拉孜、亚东五县，推进实施 1685 个

援藏项目。

江孜县委副书记张毅，是第九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员，同时兼

任援藏江孜小组组长。在他看来，多年来上海市援藏的理念和内

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帮助当地精准脱贫，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

近几年，在支援西藏的“国家力量”持续加强的同时，社

会力量也积极参与。以青稞为核心的消费扶贫，就是从单纯的

项目建设，变为“引入资源，对接市场”。

2019 年 8 月底，第二批扶贫公益套餐推出，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售出 2800 多份，销售金额达到了 51 万余元。因为第

一批套餐推出后的积极反馈，第二批无论在参与商家的数量还

是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

　　大多数藏民只知道青稞能做成糌粑和青稞酒，更多的青稞美食，他们还未
曾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