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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点半，向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伦布雪乡苏格村出

发，考察苏格绵羊原产地，指导浪子卡县苏格绵羊原种保护

与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工作。 

浪卡子县隶属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地处西藏南部的喜

马拉雅山中段北麓，与不丹王国接壤，位于山南市西南部，

距山南市乃东区泽当镇 227 千米。东与措美、扎囊县交界，

西与日喀则市江孜县、康马县、仁布县为邻，南与洛扎县和

不丹王国接壤，北与日喀则市尼木县和拉萨市曲水县隔江相

望。总面积 7969.89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3.6 万亩，草场面

积 680 万亩。边防线长 25 千米，平均海拔 4500 米。辖 2 个

镇、8 个乡，是山南市海拔最高的县，也是西藏自治区的边

境县之一。 

沿途油菜花黄，青裸的绿，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寺院

林立，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风格，也是别具特色。出泽当不

远，在远处的山岗上，就会看到藏王墓。据阿巴次仁站长介

绍，藏王墓位于山南市琼结县城河南侧，是唐朝(7 世纪-9 世

纪)吐蕃第二十九代赞普至四十代(末代)赞普、大臣及王妃

的墓葬群，占地面积 385 平方千米。藏王墓是西藏自治区保

存较好、规模较大的王陵，包括松赞干布墓、赤德松赞之陵，



松赞干布墓封土顶部建有一座小型寺院，里面供奉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的像。藏王墓作为西藏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吐蕃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较高

的研究和探讨价值。 

从山南泽当出发，到苏格村，原计划两个半小时，竞用

了 3个多小时。苏格村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东部，

距离县城 120 公里，平均海拔 4800 米，是牧业为主的地方

最大行政村。苏格村海拔 4700 多米，是伦布雪乡人口最多、

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 

据介绍，2019 年 9 月，苏格绵羊（苏格村）入选第九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2021 年 11 月，苏格绵羊

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畜禽 10 大优异种质资源”之一。 

这一路上走的大多是 206 省道，路况一般，进村最后一

公里还没有建好。省道上，有的路面已被山上的水冲毁，路

面泥泞，凸凹不平，一路颠簸。高原反应异常强烈难以言表。

一开始，大家有说有笑，进人海拔 4000 米以上，都不说话了,

沿途的风景也无暇欣赏。头昏脑胀，嘴唇发紫，脸色无光，

腰酸背痛，脚底发飘，坐下来就不想再起来。呼吸明显加快，

心跳也加速，平时感知不到的心跳，这时感觉异常明显，华

为手表上显示血氧饱和度只有 70多。在去山坡放牧的地方，

走路再也不用提醒，自然就放慢脚步。现在想一想，出来之

前先吃了点“高原安”“50%葡萄糖饮品”“红景天口服液”等

抗高反的药品还是有必要的。 

说来也巧，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苏格绵羊到草场上放



牧吃草。类似“跑青”，看上去山上有草，绿绿的，到了跟前，

实际上可食的草并不多。看似“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不过，诗人描写的是初春，万物复苏。而这里，高

海拔、高寒适合这里生存的牧草品种相当少。 

在我们等羊下山的时候，县农业农村局驻村女干部给我

们送上了香喷喷的奶茶，暂时消除了我们的旅途疲劳。 

据苏格绵羊保种场负责人介绍，“苏格绵羊”是西藏自治

区山南市浪卡子县经过长期繁衍与自然封闭形成的藏羊遗

传资源，具有体形外貌及经济性状一致性高，遗传性能力稳

定，突出“高寒”独特产地优势、体格大、品质好等特点，

是大型肉毛兼用的优良类群。大部分春季二三月份产羔，有

的十一月份产羔，一年一羔，80 公斤左右出栏，饲养两三年

出栏。有的苏格绵羊开始换毛，看上去膘情不错。羊肉价格

还在上涨，这与国内其他地区受肉牛价格影响羊肉价格下滑

的情况不大一致。 

苏格绵羊”不仅颜值高，还口感好，营养足。众所周知，

硒元素享有“第一长寿元素”“防癌抗癌之王”等美誉，富含

晒元素的羊肉更是被称作“肉中人参”，而养殖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浪卡子县的苏格绵羊，就是口碑极好的富硒羊。 

从羊场回来的路上，山路弯弯，崎岖不平，又很狭窄，

经常会车，时走时停，再加上颠簸，我终于坚持不住了。迅

速打开车窗,把中午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想想第一批服务

团吕会刚反复呕吐，我还是幸运多了。这两天，援藏的艰辛,

不到现场是很难想象和感受的。向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的专家致敬之情油然而生，溢于言表! 

一天下来,不禁想起了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

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

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

锤炼作风。而今天,我们山南市畜牧业援藏技术服务团的专

家老师，正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老西藏精神，奉献畜牧科技

工作者的一份力量，助力山南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参加人:闫奎友、王勇、卜登攀、浦亚斌、阿巴次仁、陈瑶、

扎西、陈景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