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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返乡带着老乡吃上“文旅饭”

向巴扎西是当时全村唯一进入中央
民族大学的学生。父亲希望他学成归来，
进入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在听到他
要创业时，父亲的心情从向巴扎西顺利毕
业的喜悦中急转直下。父亲坚决不同意
创业的想法，为此，3个月不跟儿子说话。

一边是亲情的羁绊，一边是创业的初
心。两难之间，向巴扎西找哥哥求助。哥
哥是大学生，也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在请
哥哥安慰父亲的同时，向巴扎西暗暗发
誓，一定要做出成绩，不让家人失望。

几经调研，在向巴扎西看来，黄河
九曲第一湾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稳定观
看日出日落的游客，对酒店的需求极

大。2017 年，向巴扎西在黄河九曲第
一湾的两家酒店开业。2018 年，创业
初成的他，接到家乡铁布镇腊子沟村
的电话，希望他利用手上的资源将游
客引进到村里来观赏梅花鹿。

对此，向巴扎西没有丝毫犹豫，把手中
旅行社的资源全部拿出来。游客到了村
里，消费带来的成效初步显现。当年年底，
近50万元的村集体分红发到了村民手里。

相比较村民的感谢，让向巴扎西最
开心的还是父亲对他做这件事的认可。

“虽然到目前为止，父母并没有当面夸赞
我，但我能感受到父亲态度的变化。”向
巴扎西笑着说。

“反对”与“认可”顶住压力坚持创业 助力乡亲增收近50万元

“守”与“新”
创办藏族特色餐厅
筹备高端智能民宿

3月5日早上7点，四川
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
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冰
还没完全融化，闭园期的景
区也处在一片寂静中。

向巴扎西 2015 年以研
究生身份返回若尔盖，开始
创业之路。在四川省、阿坝
州相关政策支持下，乘着若
尔盖文旅融合发展的春风，
向巴扎西创业已算小获成
功。2023年，两家酒店和一
家餐厅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
毛收入400多万元。“看过全
国甚至是国外的很多景区，
才认识到家乡黄河大草原的
独特魅力。”向巴扎西说，投
身文旅融合产业，也让更多
人看到了家乡的美景。

返乡创业7年多，32岁的向巴扎西已
经成为若尔盖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典型之
一。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人数并不少，向巴
扎西的典型之一在于专业对口，用他自己
的玩笑话说，他在大学、研究生阶段所学到
的知识，几乎是为若尔盖文旅产业发展“量
身”打造。

在2013年公费留学国外之前，向巴扎
西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大学时，他学的
是藏学专业，读研时，则选择了旅游专业。

相比文化研究的“虚”，向巴扎西更喜
欢旅游的“实”。其实，他在选择旅游专业
时，就做好了回到家乡的打算。这种想法
来自他去北大旁听一位老师的讲座——

在讲座结束提问环节，向巴扎西提出“什
么样的大学生才是优秀的大学生”，得到
的答案是“既能从黄河大草原走出来，还
能走回去的”。

“虚”“实”结合，文旅相融，在投身家
乡发展的初心之下，向巴扎西坚持回家
的路，走得有些“长”。当然，这是为了回
乡创业之路能更“短”，也更“稳”。为此，
除了刻苦学习，他还专门留出时间去全
国甚至是国外的各大景区调研。

2015年 8月，向巴扎西返回若尔盖。
但当他满心欢喜将自己创业的想法告知
家人，父亲的坚决反对，差点将他的想法
掐灭在萌芽中。

家庭的理解和支持，让向巴扎西的
创业路越走越顺。2022年底，位于郎木
寺景区的藏餐厅试营业。虽然投资巨
大，但这家极具藏族特色的餐厅，令向巴
扎西颇为满意。冬季，黄河九曲第一湾
景区闭园期间，他基本都待在餐厅里。

3月初，距离黄河九曲第一湾开园
的时间已经不远，向巴扎西也在谋划着
当地的新文旅融合项目。他透露，目前
已经与附近村子的 20户村民初步达成
协议，租赁乡亲们闲置宅基地和住房，
改造成为高端的民宿。民宿主要展示
黄河上游文化，采取传统特色民居。在
内部，会引进最新的智能家居等。

让游客在四川黄河文化最集中的
区域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是他一直以
来的愿景。在向巴扎西看来，黄河、草
原、牧民是一个生态整体，黄河作为母
亲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成功不是赚多
少钱，而是在文旅融合发展中，传承、利用、
发扬好文化，让更多人体验到黄河特色文
化，也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向巴扎西说。

除了若尔盖，黄河还流经四川阿坝州
阿坝县、红原县、松潘县以及甘孜州石渠
县。如今，沿黄河边已有众多特色景区。
黄河上游的文旅融合，在四川蓬勃生长。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祥龙
肖洋 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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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与“实”读研选择旅游专业 所学只为文旅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