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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5日 

7 月 11 日，随畜牧业援藏技术服务团第二批专家组到达

山南。在总站奶业处闫奎友处长的见证下，第一批入藏的浦

亚斌、吕会刚老师与卜登攀团长、高会江老师进行了任务交

接。两位专家经历 16 天高原的洗礼，脸晒得黢黑，笑起来显

得门牙特别白，与头顶上的蓝天白云相映成趣，让人既心疼、

又钦佩。 

在山南，畜牧业不仅关系到粮食安全，更是与边境安全

直接相关。科技支撑山南畜牧业发展，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需要，也是助力国防建设的需要，服务团的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不去不知道，山南 7.93 万平方千米的幅员中，印

控区竟然接近 40%。市辖 12 个区县中，有 4 个边境县，25

个边境乡。吕会刚老师在山南日记《三人乡》中提到的隆子

县玉麦乡，就是与印度接壤的边境乡之一。玉麦乡，地处喜

马拉雅山脉南麓，平均海拔 3600 多米，受印度洋暖湿气流作

用，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半年雪、半年雨。这里的青稞只长

苗不结穗，土豆只有拇指大，自然禀赋和文化传承使得逐草

放牧成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因为水草太过丰茂，羊蹄子

会泡坏，牦牛和犏牛是当地主要畜种。在 1996 年以前，桑杰

曲巴和他的女儿卓嘎、央宗三个人是这片土地上仅有的居民。



 

 

桑杰曲巴、卓嘎父女，是玉麦乡两任乡长，一栋房子，既是

乡政府，也是他们的家。为了应对边境对面时不时的小动作，

他们一家放弃搬迁到条件较好的曲松，扎根玉麦放牧戍边，

守护界碑的尊严。地域的特殊性和斗争的敏感性，赋予放牧

特别的责任。在这里，牧场就是战场，放牧就是巡逻，抵边

放牧就是守护国土。他们用 34 年的坚守诠释了“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近年来，随着抵边搬迁政策的推进，玉麦乡人口

规模已增加到 200 多人，边境守护力量得到巩固加强。 

经过几天的调研，我们实地了解了当地肉牛、奶牛、苏

格绵羊、牧草和动物疫病的基本情况，对风俗习惯、宗教信

仰影响下的藏区畜牧业特点有了切身感受。座谈中，专家组

对山南农业农村局提出的问题和需求进行了回应，我们还需

要根据所、地实际继续调整细化工作方案，克服自身困难，

统筹任务安排，保障计划落地，为推动山南畜牧业发展贡献

国家队的力量。尽管我不具备畜牧兽医专业背景，但可以做

一些外围工作，围绕主责主业发挥辅助作用，努力为科研和

专家做好服务。能够参与科技援藏，十分荣耀。 

7 月 15 日，第三批援藏专家组到达拉萨贡嘎机场。候机

厅外，卜登攀团长、高会江老师把服务团团旗、任务清单移

交到新来的两位专家手中。希望他们尽快适应高反，开展工

作，取得实效。 

（牧医所纪委书记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