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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援建西藏日喀则，在农业
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发展优势。

东部长白山区，蕴藏丰富的森林、
特产、绿色食品、矿产、水利水电和生态
旅游资源，有野生动物1000多种、野生
植物2700多种，素有“长白林海”和“动
植物立体资源宝库”之称；中部松辽平
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连片集中，素
有“黄金玉米带”和“大豆之乡”的美誉，
是全国商品粮集中产区；西部为草原、
湿地生态区，是牧业、杂粮杂豆、糖料油
料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和全
国“六大林区”、“八大草原”之一。

所有的称号与美誉的背后，是吉
林省挖掘本土资源、坚持农业现代化
发展、厚植农业特色优势的长效努力。

沃野千里日喀则
农业技术待提升

吉林省对口援建的日喀则，藏语
意为“土质最好的庄园”，既有辽阔的
草原牧场，也有肥沃的河谷良田，还有
高海拔的冰雪山川，与吉林省地理环
境有较多相似处。这里自古便是西藏
发达的农业区，是西藏自治区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粮油生产总量居全区第
一位，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占全区的
50%-70%，被誉为“西藏粮仓”。其
中，青稞年产量占全区比重近50%，
素有“世界青稞之乡”的美誉。

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最大
的支流，与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正是
日喀则。有一首歌唱道：“我的家乡在
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其中“美
丽的河”，即指年楚河。该流域土地肥
沃，物产丰美，为西藏大农业开发中

“一江两河”工程的重点开发区域。
近年来，日喀则把特色产业开发作

为农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开展
青稞、牦牛、藏猪、羊等传统产业项目

“换代升级”，综合效益愈发显现，但仍
存在加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水平
弱、产品附加值不高等现实问题。

而吉林省农业产业综合发展独具
优势。近年来，吉林省紧紧围绕“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突出园区聚项目、龙
头带群体、以科技促升级，实施重大项
目建设。2021年4月，国家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在农业农村部
网站公布。其中，吉林省多地上榜，有
吉林省公主岭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吉

林省龙井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
梨树县现代农业产业园、2021年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吉林长白山
黑木耳产业集群、吉林粳稻产业集群
等单位。

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生产科技化、
产业化，这是吉林援藏的坚强后盾。

吉林援藏融合推进
农业企业勇于担当

为进一步拓宽援藏工作领域，高
质量完成新时代对口援藏任务，2020
年，吉林省增加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商务厅等部门作为省对口
援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逐步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大力度的援藏工作
格局，援藏工作逐渐步入科学化、规范
化轨道，不断拓展吉林特色援建工作
模式，形成了既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
又贴近西藏日喀则地区实际的独具特
色的援建之路。

据吉林省援藏第七批工作队总领
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务
宏介绍，吉林省立足日喀则实际，将脱
贫攻坚和民生改善作为第七批吉林援

藏人的主攻方向。在农牧林旅领域，
对接皓月集团、吉林省熟食品牌百年
老店“老韩头”公司与日喀则百亚成公
司强强联手，取长补短开展跨省合作；
协调欧亚卖场开设西藏农产品销售专
柜，协调广东省援藏队共享珠三角地区
销售平台，为日喀则产品走出西藏拓宽
了渠道，搭建了平台；积极引进吉林节
水股份公司等单位在日喀则投资兴业，
共谋发展；引进吉隆普水库建设项目、
延边黄牛项目助力日喀则农牧业升级
发展；推动定结县举办“夏尔巴人文化
旅游节”、吉隆县举办“吉隆边贸文化旅
游节”、萨嘎县香客宾馆项目，开发陈
塘、吉隆镇蘑菇、鸡爪谷、竹编、辣椒等
林下资源，开发陈塘竹编、夏尔巴生态
歌舞、鸡爪谷等旅游纪念品等。

2021年，吉林省援藏工作队获得
西藏“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荣誉。

吉林节水入驻藏区
展现吉林农业高水准

吉林节水，是吉林省节水灌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吉林省水务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公司，在

节水灌溉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30%，
为本省龙头企业。

2016年底，作为吉林省省属国有
企业积极响应“产业援藏”号召的先锋
队和排头兵，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通过吉林省援藏工作队积
极引进，吉林节水股份公司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落户西藏。成立
吉林节水股份公司日喀则分公司，投
资2亿元于日喀则市江孜县高效节水
现代农业示范区，为域内两个易地扶
贫搬迁点245户、1153名困难群众解
决了3000亩生产用地问题，辐射带动
2000余名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产业
工作，为边疆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
示范。

在项目建设上，吉林节水股份公
司深切领会“援藏注重‘输血’，更重

‘造血’，突出产业援藏，着重帮助受援
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的主导精神，充分
发挥公司自有优势，紧密契合日喀则
当地实际，继续扩大农业产业投资领
域，又成立子公司日喀则市高原有机
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依托于日喀则市有利的地
理优势、西藏青稞的主产区资源优势、

“日喀则-世界青稞之乡”的地理影响优
势，规划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白朗县、
江孜县共计流转18.6万亩打造“雅鲁藏
布江年楚河流域有机青稞带”。2019
年，该公司率先实施了“日喀则市有机
青稞集中连片种植项目”，得到了西藏
自治区及日喀则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有机青稞种植基地首先在日喀则
市江孜县正式落成。根据高原有机种
植基地发展规划，现已在江孜县流转
5.66万亩土地（流转期限20年），为高原
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提供高品质
有机青稞生产加工原粮。

谈到吉林节水股份公司援藏意
义，董事长韩永骞说，作为吉林省农业
龙头企业，在藏区通过示范区提供标准
化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促进优质青稞的
粗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延伸产业链
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对农
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加速农牧业新技术
应用的步伐。项目实施，可辐射带动本
县及周边地区青稞种植的积极性，吸纳
农户及贫困户劳动力就业，有利于农
牧民生活的改善和农村的生产条件和
生活质量，最终实现小康建设目标。

直飞距离4000公里，海拔差距4000米，从东北向西南，从吉林到西藏，从长春到日喀则，此去一行，如同在祖国
辽阔疆土上，划起了一道强有力的弧光。

这段弧光，是吉林松辽平原与西藏“肥美庄园”同丰收的电波。
这段弧光，是长白山与喜马拉雅山“齐白首”的诺言。
这段弧光，是松花江与年楚河共奔小康的音弦。
沿着这段弧光，从连绵“青纱”到千里雪山，从一马平川到千沟万壑，吉林人携带着农业大省的“物华天宝”援建

着“西藏粮仓”日喀则。
高原雪域农场，生发着吉林大地喷涌的力量。

/前言

雪域农场，心驰神往的弧光

心怀“吉林水准”谋划藏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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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青稞苗

航拍日喀则青稞田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杜兆云 摄

日喀则市有机青稞集中连片种植项目基地 吉林节水股份公司管理人员在田间研
究青稞长势

吉林节水股份公司董事长韩永骞考察
有机青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