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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开展植树造林、清淤排涝、生态围栏

改造等活动，并将党员参与活动的情

况纳入党员积分管理，作为评先评优

的重要依据。”尼汝村党总支书记白

路生说，通过党员示范，广大群众也

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

    

多措并举助农增收
    

在村民杨云周家新建的藏式民居

里，主人热情地与客人分享自己的幸

福。杨云周的儿子和儿媳常年在牧场

饲养牦牛，他和老伴则打理家务，还

养着几头藏香猪。杨云周说：“近几

年，村里对牦牛品种进行改良，价格

不断提高，今年我们家共养殖牦牛 60

多头。”

据白路生介绍，近年来，通过政

府补助和合作社自筹，尼汝村共投入

24万元推进“一村一品”牦牛（肉牛）

特色养殖优质品种改良项目，带动村

民发展牦牛产业。“我们每年都要召

开产业发展座谈会，村党总支还牵头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培育扶持农民合

作社、种植养殖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党组织 + 合作社（企业）+ 农

户’‘龙头企业 + 合作社（企业）+

农户’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白

路生说。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徒步来尼

汝村的人越来越多。村民扎西麒批从

普达措国家公园退休后，回到村里开

了一家客栈。在旅游旺季，客栈一房

难求。

由于尼汝村的大部分面积都被

划入普达措国家公园红线范围内，有

限的空间难以大规模发展传统农业产

业。于是，尼汝村党总支将目光锁定

到发展乡村旅游上。白路生说 ：“今

后，我们将通过‘党组织 + 旅游服务

接待中心+牵马协会+农户’的模式，

带领农户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分享红利。”

    

传承传统民族文化
    

走进尼汝村藏族生态文化传习

馆，展厅里的图片、文字、实物和影

像资料展示了尼汝村丰富多彩的民族

文化。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尼汝村与

迪庆的其他村落一样，在接受现代文

明的同时，仍保持着一些古老的传统

技艺。早在 2009 年，“尼汝藏族传

统文化保护区”就被列入云南省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与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尼汝村

的历史少有文字记录。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基本靠口耳相传和家族传承的

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长者和民间

艺人成了藏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活化

石”。藏族生态文化传习馆建成后，

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新平台。如今，

尼汝村的纺织、民俗、服饰等都被纳

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据白路生介绍，自 2016 年传习

馆建成以来，每年来参观学习的人络

绎不绝。不少游客来尼汝村，不仅是

为看风景，还为体验尼汝藏族传统服

饰、毡帽和木梭轮搓绳技艺等。

为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涵养文明乡

风，尼汝村通过每年的祭山跑马节、

春节文化活动等，将相关要求纳入村

规民约。在村规民约的约束下，广大

村民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焕发

出乡风文明新气象。2019 年，尼汝

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2021年，入选“全国生态文化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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