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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定村，是稻城县赤土乡的一个贫困村。说起村
子的变化，40岁的村支书四郎益西很激动：“这几年
的变化大得很，比前35年的变化还要大。”

过去，村民世代居住在山上，山高路险，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

过去，饮水困难，家家户户的水，都是女主人从
遥远的山下，艰难地背回。

过去，家里的电灯经常不亮，电线通了，电却常
停，很不方便。

过去，村民与天斗，与地斗，关键是，还要为采松
茸、虫草，与外县的村民发生争斗，为此，还出过人
命。

子定村，2013 年启动整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全村60户、265人全部搬到了山下开阔地，住进了安
全舒适的新房子。

作为村干部，四郎益西是最后一批搬迁户，住进
了360平方米的木结构“别墅”，其中约100平方米用
于自住，其余房间用来接待游客。

让四郎益西最高兴的是：他家的两个孩子，一个
在读大学，因是定向培养，不仅学杂费全免，每月还
有生活补助；小儿子在县城读中学，同样免费住宿就
读。“村里没几个识字的，我这个村支书，也算文盲，
但孩子们都上学念书了，下一代就更有希望了。”四
郎益西说，村里的孩子，大多被送出去读书了。

如今，村里有 20户人搞起了民宿接待，30多户
人搞传统的牦牛养殖，农闲时还可出去打工或搞农
产品加工和销售，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收入。2017
年，全村通过旅游接待和农特产品生产销售，人均增
收2000余元。

大崩秋，是子定村的第一书记，她说：“几年来，
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村民的观念发生了非常
大的变化。”

2010 年刚来的时候，大崩秋下村走访，村民很
抵触，还说“有事没事你跑来做啥子”，现在日子变好
了，村民见了她，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有时还和
她坐下来拉拉家常。

稻城，一直以来，贫困量大、面宽、程度深。2014
年，中央出台实施精准脱贫政策，稻城审定贫困村
55 个、贫困户 1266 户、贫困人口 5520 人。虽然贫困
总数小，但贫困比例大，贫困村占 44.35%，贫困发生
率高达20.25%。

面临如此现状，稻城聚全县之智，集全县之财，
举全县之力，与各级帮扶力量一起，坚守风雪高原、
默默奉献，倾力推进脱贫攻坚，探索和创新出“党建
引领”“就业、产业、创建三个工程”“生态、精神两个
文明”、旅游扶贫“132”稻城实践，贫困村路、水、电、
通讯、住房、活动中心等基础条件显著提升，产业培
育、集体经济、群众增收等方面成效明显，群众内生
动力、满意度得到不断提高。

截至 2017年底，全县已有 1121户 4996人脱贫，
28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1.9%，脱贫攻坚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荣获“全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
县”“全省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
进县”“全州‘三农’工作先进县”称号，生态文明建设
和城乡提升排全州第一。

在这片大自然赐予的土地上，稻城儿女乘着改
革开放之机，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敢于担当责任，
勇于直面现状，善谋实干，实事求是，锐意进取，扎实
推进各项工作，使稻城这个曾不被人知的小地方，变
成了享誉世界的名城。

稻城，一处处自然的、人文的风景，一个个过去
的、未来的故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世界各地
涌来。

稻城，风景看不够。
稻城，故事讲不完。

（图片由稻城县委宣传部提供）

稻城：从高原净土到世界名城的故事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李银昭杜静侯云春

稻城，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
这片净土，是大自然的神奇馈赠。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人间奇迹。
稻城，一个高原小县，3万多各族同胞，鏖战在平均海拔4000

米左右的雪域地带，用不到20年的时间，让世界了解了稻城，让稻
城走向了世界。

不到20年，牛拉马驮的闭塞之地，变成内通外畅的自驾天堂。
不到20年，稀有人知的无名小城，变成享誉世界的旅游圣地。
不到20年，收入无几的藏区百姓，变成脱贫致富的奔康人家。
不到20年，稻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

走向富裕。
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快的速度，是什么让稻城享誉世界？
曾几何时，在年财政仅有25万元收入的困难岁月，稻城毅然

拿出15万元“巨款”，聘请专家团队，高标准启动县内第一个景区
——亚丁景区的规划。

曾几何时，稻城用30万元、30天时间，修筑了一条30多公里
的公路。这速度，这劲头，被誉为“稻城亚丁精神”。

有志向者事可成。2017年，稻城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
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895元，城镇居民达到31130元，全县人均
GDP21176元。

稻城人民天不负。从高原净土，到世界名城，如今的稻城，除了大家
都知道的海子山、红草地、亚丁村、青杨林、桑堆河谷、三座神山等自然风
景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没有传开的稻城故事。

宛若天河，在飘渺的云雾之上，在仰望不
及的海拔 3600米高空，潺潺的河水，如一条玉
带，从古冰川时代流来，润养着两岸挺拔的万
亩青杨林，环抱着一座如江南水乡般美丽的高
原小城。

这就是稻城河。

稻城河，发源自稻城县境北部的海子山西
北麓，是一条古老的河，又是一条年轻的河，一
条充满着活力的河。

说她古老，是因为她的河床上，留着200万至
300万年前古冰川的印记。她从1145个海子，以及
嶙峋巨石构成的海子山出发，蜿蜒在古冰川运动
时期形成的高原河谷，百转千回，后与巨龙河、水
洛河、金沙江交汇，最终流入长江。

古老的稻城河，因地壳运动变迁、青藏高原抬
升、气候变暖等多种原因，在沧海桑田中，渐渐衰

退。一度，每到旱季来临，稻城河水就会渐渐减少、
断流、甚至干枯，成了一条没有水的干河床。

说她是一条年轻的河、充满活力的河，是
因为随着“大规模绿化全州·稻城行动”的持续
推进，稻城县委、县政府按照“山植树、路栽花、
河变湖（湿地）”思路，让一度断流，甚至干枯的
古老稻城河，青春焕发，四季重新波光粼粼，游
鱼跃动，白鹭翻飞。

年轻的稻城河，日复一日地浇灌着两岸的
田地牧场，年复一年地润泽着两岸百姓的今天
和未来。

从古老变年轻，这条河的变化，是稻城县
全面发展蓝图上的一步谋划。

河岸的县城，原名稻坝，处于川滇五县交
界之地，是川西高原深处一座古老美丽的小
城，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和发展，稻城加大了
对县城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生态旅游特色的

打造力度，使这个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变成了
民族文化特色突出，现代气息浓郁，商贾聚集，
游人潮涌的靓丽的高原小城。

河岸的金珠湿地公园，总面积高达1730公
顷，涉及稻城河流经的金珠镇、傍河乡、色拉
乡，这里河床宽阔，河水舒缓，冬日冰雪覆盖，
夏季山花盛开，湿地内丰富的植物群落，与周
边的万亩青杨林，构筑了一道调节区域小气
候，净化空气，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维护青藏高
原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固碳增氧的生态屏
障，有效提高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河岸的傍河乡，落地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项目——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简称
子午工程二期），被当地人称为“天文望远镜基
地”，将在 1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起 401个射电成
像望远镜，对太阳爆发活动等进行预报和预
警。这一国家项目，也将与落地稻城河上游海

子山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HAASO)，共同
助推稻城向“大天文观测集群所在地”进发。依
托这张名片，稻城正着力推进建设包含一揽子
体验式旅游项目的天文公园，未来又将成为稻
城旅游的一大热点。

稻城河的新生和焕发出的活力，以及两岸
生态、产业、旅游等一系列变化，让这方土地，
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大变革。

稻城县委书记曾关和说，近年来，全县上
下以“慢不得”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放不下”的使命感，坚定不移推进脱贫攻坚、
依法治州、产业富民、交通先行、城乡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六大战略”，从城市到乡间，从景
区到牧场，稻城儿女以“每年有新变化，三年上
大台阶，五年大变样”为目标，敢于担当，大干
苦干，推动着稻城的发展，涌现出一个个感人
的故事。

一条河流的福泽故事

桑登，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牵马人，他的祖
辈生活在稻城县香格里拉镇的仁村，世代种地
放牧。

父母去世早，冻土地里的土豆、青稞填不饱一
家人的肚子，作为六个弟兄中的老大，肩负养家重
任的桑登，只得远走他乡，以牵马为生。

桑登与马队同行，常年在外，涉过一条条河，
翻过一座座山。后来村里选村长时，尽管他没上过
一天学，但村里人说，他见过世面，推选他为仁村
的村长。四年后的1993年，他当上了村支书。

2018 年国庆节，村支书桑登，向记者讲述
他和仁村的故事。

“仁村有这么多车，有这么多游客，家家住
的大房子，家家都有汽车，这变化，是谁也想不
到的，是怎样想也想不出来的。”

桑登今年 55岁，当了近 30年村干部，仁村
的发展，他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桑登说，香格里拉镇，原来叫日瓦乡，藏语
意为“乱石沟尾”，一直都是全县最穷的村子之
一，直到上世纪末才解决温饱。

他说，这里最大的变化，发生在2006年前后。
那时，稻城县加大了对香格里拉镇亚丁村

景区的开发力度。
然而，世代少有走出这方山水的村民们，

对景区的旅游开发前景看不透，对开发的意义
也不能全面理解，尤其在修建公共厕所这件事
上，分歧很大。村民认为，把厕所建在景区，是
对神山的不敬，就极力反对，甚至集体阻止施
工，致使景区开发的进程比原计划大大推迟。

“那个时候，白天难受，晚上更是整夜睡不着
觉，一边是天天相处的村民，一边是县上帮我们搞

致富的好事，那时觉得，当村干部，太累了。”
桑登说，小时候，我想读书，穷，没读成，家

里六兄弟，都没读成，全村也几乎没人上过学。
牵马那些年，桑登在外见过一些世面，景

区搞开发，他知道是件好事，可村民理解不了。
作为村干部，他给村民讲开发后的远景，村民
们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孤立他，都不和他说话。

“明明是一件走致富路的大好事，可村民就是
不同意。”为这事，桑登经常夜不能寐，经受着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

随着开发的推进，游客逐渐增多，村民渐
渐感受到了景区开发带来的实惠，他们对桑登
的态度也开始变好了。后来，在桑登任村干部
的那些年，村民们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信任。

一晃，时间过去了十多年。
仁村，如今的村民，在谈到当年阻止景区

开发那件事的时候，常常自嘲：“那是咱们干的
一件大蠢事儿。”

仁村，马帮没有了，牛车没有了。
仁村，游客坐飞机来了，自驾游的车队来了。
仁村，一半的家庭都建起了两栋房子，一

栋自住，一栋出租，仅租金一项，一年就可收入
20万到80万元；其余一半的家庭，围绕旅游业，
办民宿、做餐饮、销售工艺品。

仁村，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越开放，越文明，越发展。”稻城县县长樊

玉良说，随着全域旅游的持续推进，一系列新
业态相继出现，并快速发展。现在的稻城，不仅
经济发展更快，民生得到了改善，而且人们在
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上也有了极大的转变。这
种新的变化，对稻城今后的发展来说，是良性
的、互动的、可持续的。

一个牵马人的远见故事

一家小客栈，起源于一个小卖部。
小卖部里的老人，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他

的后人会在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开起一家在全县
400多家酒店、民俗客栈中名列前十的大酒店。

这就是“绿野亚丁酒店”。

一位上海游客，在酒店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清晨的太阳，透过落地窗，照进酒店，使酒

店更加温暖和明亮。
“原是一个小客栈，一步一步到今天，我见

证了发展的全过程。”这位68岁的上海游客说，他
第一次来这里，距现在快20年了，那时他还算中
年，是个到处跑的“背包客”。稻城的风景，稻城的
人文、民俗很吸引他，这家客栈主人热情周到的
服务也很让他感动，每每入住，宾至如归。此后，
每年他都会来这家客栈住上几个月。

格绒拥忠，是酒店女老板的名字。“从小卖
部、小客栈到酒店，再到现在这样的规模，每一
次变化，都是在县里大力发展旅游的带动下，
推着我们发展起来的。”

她说，酒店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
1997年，贷款 10万元搞民宿客栈，为过往

的赶路人提供歇脚之地；
2004年，贷款150万元，将客栈变成三层楼

的酒店；
2014年，贷款 2000万元，并自投 1000多万

元，建成了现在的绿野亚丁酒店。
这家酒店，是香格里拉镇一户藏家人，依托

旅游，勤劳致富的一个小故事，也是稻城县发展
旅游、带动百姓致富故事中的一个普通故事。

数据显示，稻城：
2013年接待游客3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亿元。
2017年接待游客 218.05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21.79亿元。
五年，游客人次增长了7倍，旅游综合收入

增长了近11倍。
“以前酒店发展慢，自从县里加大旅游开

发和管理力度后，现在，一年的收入，抵得上过
去十年了。”老板娘指着她的酒店说。

一个客栈的演变故事

稻城有“四绝”，其中三绝是“神山”：仙乃
日、夏诺多吉、央迈勇，合称“三怙主神山”，均
为大自然造就。

阿西土陶，也是“四绝”中的一绝，却是唯
一由人创造的。

阿西土陶，源自稻城县赤土乡的阿西村。
据考证，阿西村制作土陶的艺人，已传承了十
六代。这种土陶，因煅烧后，呈黑青色，又称“黑
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距今 7000多年的余姚
河姆渡文化时期。

降措，稻城县阿西村人，是阿西土陶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也是家族里第五代传承人，

今年52岁。
走进降措的作坊，他正在制作土陶。他边

做边给我们介绍：“制作一件土陶，要经过选土
混合、捏棰敲打、碎瓷点缀、煅烧成型工序，每
道工序都是手工细活，半点马虎不得。”

在当地藏家，阿西土陶除了作为茶具、酒
具、炊具等日常生活所需品外，还被用作求婚
的礼具。如果哪家的儿郎，看中另一家的姑娘，
通常是由家人提着盛满青稞酒的土陶酒具，直
奔姑娘家中。如果姑娘的家长喝下青稞酒，婚
事就成了，反之则视为拒绝。这习俗保留至今。

“用陶罐煮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泡出
来的茶，香味更持久，用来插花还能起到保鲜

的作用。用来喝酒，更觉醇香。”降措说。
“12岁跟师傅学徒，15岁出师，跟土陶打了

四十年交道。”降措说，阿西人做土陶，用土陶
换粮食，一代代的制陶人，就这样养活自己，也
养活一个家。

阿西土陶，成了“非遗”，名气更大了，来买
的游客也多了，“前几日，北京有个人，一次就
买走了300多件。”

降措也有烦恼：担心手艺传不下去。他说，
现在能坐得住，静下心学陶艺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了。

“父传子承”，这是以前的旧习惯，老规矩。
降措打破规矩，广收门徒，只为这门技艺得到

传承和发扬。
“阿西土陶是稻城的一张名片，县委、县政

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保护。”稻城县委宣传部部
长王芳说，降措家的新作坊，就是县里协调，让
他搬到了通往景区的公路边，前铺后坊，生意
更好了。

除了土陶文化，稻城还有别具一格的服饰
文化，独具特色的歌舞文化，个性鲜明的民居
文化，古朴厚重的旋木文化、编织文化，这些述
说着悠久历史、具有神秘色彩的稻城文化，没
有在经济发展中被淡忘，而是像阿西土陶一
样，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被精心地
保护和传承。

一件土陶的传承故事

一个村子的致富故事

收获

稻城县城全景图

阿西土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