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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藏三十周年

　　2024 年下半年开始，上海虹桥品汇展作为藏区好物的
集中展示销售平台，长年展出各类臧产食品、手工艺品。

珠峰小环线的拍照打卡点位，并

在相应的地点设置打卡装置，将

摄影大赛孵化成成熟的旅拍产

品。今年又推出情侣旅拍等活

动，并将发出情侣旅拍套餐的大

礼包，吸引各类客群。“随着供

暖、供氧、餐饮等基础设施完善，

景区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客群从

以年轻人为主扩展至中老年、亲

子群体。2023 年景区床位数不

足 3000 张，目前已增至 4000 张。

因为应对高反等保障措施到位，

更多人可以安全舒适地亲近珠

峰。”

系列举措推动景区客流与

收入大幅增长：2023 年，珠峰

景区接待游客 46.7 万人次，政

府直接收入 1.1 亿元，均为往

年三倍以上；2024 年接待游客 

54.02 万人次，其中国际游客 1.37 

万人次，来自新加坡、德国等 

20 余个国家，景区营收在减免 

2000 万元行政收费的情况下仍

达 1.1 亿元。

在扎西宗镇云加村沃玛龙自

然村山坳里，散落着 20 户人家，

层层叠叠的青稞梯田泛着新绿，

成群的牦牛驮着晨雾从草场归

来，终年积雪的山峰衬托着纯净

的天幕。在村民的指引下，援藏

干部们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最佳观

景点——村民的家里，竟能望见

珠穆朗玛！开发珠峰古村落民宿

村的想法应运而生。

2025 年初，定日县遭遇 6.8

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与民宿

改造一同推进，援藏干部计划

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定位中高

端民宿，兼具藏式生活体验与

观景、疗愈等功能，采用“租

金 + 就 业 + 分 红 ” 模 式 ——

村民收取房租，年轻人可从事

服务工作，老人能参与保洁，

后期还可享受收益分红，预计 

2026 年就能开门迎客。

为突破当地运营服务能力瓶

颈，援藏团队引入了锦江集团等

专业力量。锦江派驻团队与定日

县文旅公司合作，参与景区整体

运营提升，更承担起“传帮带”

职责，通过实战培养本地团队，

以实现当地运营管理的自主“造

血”。这种合作模式已在北大门

服务中心等场景落地，未来也可

能延伸至沃玛龙村民宿的运营当

中，推动景区管理从“粗放” 

向专业转型。

而在扎果镇切村，援藏干部

帮助当地藏民建起了“珠峰工坊

+ 阿佳学堂”，把培训课程送到

了藏族同胞家门口，当地妇女传

统的编织手工艺初级产品，经过

专业文创公司的设计运营，变身

时尚的户外单品，远销全国各地。

受益于此，扎果镇切村、扎西宗

镇曲宗村等 60 位村民，2024 年

人均增收约 6000 元。

这些举措不仅为游客提供了

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更为珠峰

脚下的村民们开辟了致富的新途

径，助力他们更好地守护这片美

丽的土地。日喀则市连续多年举

办“珠峰文化旅游节”，这一群

众性文化旅游活动品牌吸引了众

多国内外游客在珠峰最美的季节

共赴这一盛约。

科技赋能，

激活高原特色农业

种植高原藜麦不仅是日喀则

的特色农业，也关系国家粮食安

全和藏民的收入。上海援藏小组

依托“政府 + 科研 + 企业”模式，

推动萨迦县与中科院分子植物卓

越创新中心合作，在边际性土地

试种高原藜麦。2024 年至今，

种植面积扩大至 1 万亩，经济价

值提升至 3500 万元，并预计为

农牧民直接增收近 900 万元，惠

及农户 5000 余人次。高原藜麦

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种源，实现了

在“中国地”用“中国种”种“中

国粮”，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