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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村子）乡村振兴项目，预

期今年 11 月底完成。

2023 年 11 月，吉角村整村

搬迁到了位于县城核心区域的

杨浦路，海拔降低了800多米。

宫爱如打了个比方，如果拉孜

县政府所在地是上海的人民广

场的话，吉角村的位置就相当

于北京路。

新居宽敞明亮、设施齐全，

全村 143 名村民从此告别了高、

苦、难。但搬进县城，村民们带

着牧区的生活印记，面临着诸多

不适应。宫爱如介绍，尤其是冬

天靠烧牛粪取暖做饭和在屋顶晾

晒肉干这两个习惯，不仅影响环

境卫生，还存在安全隐患。

在上海援藏干部的指导下，

吉角村成立了业委会和物业，充

分发挥村民智慧与协商沟通机制

作用，修订了吉角村村规民约，

制定了一系列贴合村庄实际的公

约条款。其中“不烧牛粪”“不

在屋顶晾晒”这两条，经村民讨

论后，一致通过。

现在，拉孜县里最具有科技

感的社区可能要数吉角村了，这

里拥有全县首套智慧社区管理系

统，配备停车管理、供暖等 11

套智能化系统。该智慧社区项目

还荣获了 2024 数字中国创新大

赛数字城市赛道数字城市金牌项

目，这是西藏首次，也是上海援

藏项目首次获得该赛事金牌。

易地搬迁、智慧化管理只是

第一步，接下来要让搬迁群众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享受到便捷优

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7 月 10 日，位于吉角村入

口的人人乡村振兴创新中心一层

商铺的咖啡店正式开业。27 岁

的店主米玛仓决说：“我是拉孜

人，在拉萨学了做咖啡。这里靠

近 318 国道，马上还要修停车设

施，我预感生意肯定差不了！”

除了米玛仓决的咖啡店，

吉角村商业配套还有加氧站、

文创店、餐饮店等，满足了村

民和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此外，

在上海援藏的帮助下，吉角村

还打造了县级共享助农直播间，

扶持村合作社发展，提高风干

牦牛肉等特色农畜产品知名度

和销量。宫爱如说：“我们将

持续推进该项目，总结推广经

验，激发创新活力，助力西藏

地震中旧址受损严重，房屋受损

十分严重。吉角村乡村振兴项目，

可以说挽救了全村人的生命。

2022 年刚到拉孜不久，当

宫爱如首次踏入村庄进行考察

时，高原反应让他几乎无法适应。

随后，他深入了解到，村子位于

山阴，平均气温低于零摄氏度，

村里五六十岁的村民普遍患病，

冬季用水和用电都异常困难。“将

他们搬下来”，成了上海援藏拉

孜小组的头等大事。

上海援藏资金提供支持，拉

孜县委、县政府协调解决地皮，

2022 年吉角村乡村振兴项目启

动。据介绍，该项目分四期进行。

一期解决居住问题，二期发展公

益和商业配套，三期完善党建及

睦邻公共服务，系统性推进搬迁

与后续发展。四期则是实施中的

秋古村（今年拉孜县地震受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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