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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十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4646%%

十年来，果洛州地区生产总值由2011年的26.15
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51.5亿元，年均增长4.46%。

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2011年的14218元增
加到2021年的23766元，年均增长5.37%。全州农牧
业生产总值由2011年的5.76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
12.16亿元，年均增长4.38%。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2011年的6435元增加到2021年的18044元，
年均增长10.86%。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1 年的 16585 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39919 元，年均
增长9.18%。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
3101元增加到2021年的10776元。

十年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空前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空前

这十年，圆满完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二
期工程，累计投资达35亿元，工程质量和效益评估
连续七年位列青海省第一。全州森林、林草植被覆
盖率分别达到13.4%、62%；湿地面积保有量1214.12
万亩；退化草地治理率达到52.77%，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仅占全省2%，国土绿化取得历史性突破。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如期完成各项试点任
务并正式设园，全州94%的天然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
全面完成“三线一单”划定工作。生态补偿资金、生态
管护公益性岗位绩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州共设
立各类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10717个，累计发放草原生
态效益补奖资金22.5亿元，农牧民年人均增收2900元。

十年十年，，项目投资创历史新高项目投资创历史新高

十年来，果洛州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主抓手，聚
力补齐基础短板，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交通事
业取得了重大突破，能源信息建设飞跃发展。实施
项目之多、投资规模之大、涵盖领域之广均创历史新
高！十年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38.66亿元，着
力实施城乡道路、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城镇
功能和品位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
升。同时，玛沁机场如期建成通航，陆续开通西宁、
拉萨、成都、西安、上海航线。花久、共玉高速和大
班、达玉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果洛不通高速的历
史，实现了所有县城通二级及以上公路的目标。

十年十年，，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性成就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性成就

每年将83%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这是果洛州
保障民生发展的有力举措。十年来，果洛州实施教育

“八大工程”，新改扩建各级各类学校135所，全州中小
学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所有乡镇实现学前教育全
覆盖。在全省率先实施15年免费教育，各县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通过国家验收，师资数量较2011年
底增长了145%，构建了较完备的教育考核评估体系。

通过实施医疗卫生“五大工程”，基本完成了州
县公立医院硬件达标任务。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加速实施，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文体事业蒸蒸日上，社保体系不断完善，累计建
成牧民定居住房和易地扶贫搬迁住房10970套、农
村危旧房改造及住房条件改善47998套、棚户区改
造9967套、老旧小区改造2442套。

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果洛州聚焦调结构、创品牌、促增长，特色优势产
业培育和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累计整合资金6.25亿
元，实施高原生态农牧业产业化“六项工程”，建成生
态农牧业产业基地213个，全州农牧业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4.38%，果洛州三江源有机产业园区和各县产
业园区全面建成投运，矿泉水、藏雪茶、农畜产品等
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特约记者 德改才让）

本报讯（通讯员 州委办）10 月 16 日
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隆重开幕。果洛州 22 万各族干部群众怀
着无比喜悦的心情，通过电视、网络、广播
等方式，第一时间收听收看大会开幕盛
况，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反响热烈，对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辉
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全州各族各界一致认为，报告高瞻
远瞩、内容丰富、气势磅礴、催人奋

进，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
实践力量，是集中全党智慧、体现新时
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报告，是我们
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引领新航
线、续写新辉煌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
南。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思践悟、融会
贯通、真信笃行上下功夫，以强烈的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狠抓落实的执行力、攻坚克
难的战斗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果
洛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六个现
代化新青海”奋斗目标，扎实践行“一
统领四推进”总体思路，以抓党建促落
实“四联三卷”工作机制为抓手，继续
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特约记者 徐丽珺）近日，果洛
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千只藏羊集中出栏，这
标志着“前店后厂”的新发展模式在扎陵湖
乡正式拉开帷幕，传统畜牧产业发展实现

新的突破。
一直以来，扎陵湖乡以党建引领带

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抓党建
促落实“四联三卷”工作机制落实落

细，协调落实好各类产业项目资金和国
家各类惠农富农强农政策，依托玛多

“三湖一碑”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探索
“公司+合作社”的“前店后厂”产业发
展新模式，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参与、
群众配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守好群众“钱袋子”、探索产业富
民“新路子”。通过集中收购各村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及牧户出栏的藏羊进行
深加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
一条龙生产销售链，并积极对接果洛金
草原有机牦牛肉加工有限公司，商议运
输、加工、包装、贮藏等事项，解决了
运输、屠宰、加工的后顾之忧，打响了

“玛多藏羊”品牌，不断实现了生态畜牧
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工作期间，乡党政领导主动下沉基
层，深入各合作社详细了解规范运行、发
展规模、出栏数量、藏羊销售等情况。深
入牧户家中了解越冬出栏情况，宣传引导
牧民群众不断加大出栏力度，减少冬春季
各类灾害带来的风险隐患，不断提升牧民
群众在享受国家各类惠农强农富农政策中
的参与度和受益面。

本报讯 （特约记者 德改才让） 10
月 12 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公报
公布，公报就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实施
以来的做法成效和经验启示做了整理公
布。

根据公报，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
后，黄河源约古宗列、长江源格拉丹
东、当曲区域完整纳入国家公园范围，
重要野生动物栖息地全部划入核心保护
区，区划面积由试点期间的12.31万平方
公里调整至19.07万平方公里，并初步完
成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勘界立标项目实
施方案》和勘界立标地图制作工作。

试点以来，青海在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二期工
程的基础上，累计投入 62 亿元，先后实
施了一系列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同时，将三江源国家
公园和未纳入国家公园的 10 个保护分区

全部纳入生态红线。建立和完善
三江源地区人类活动遗迹动态监
管平台、人类活动台账，实行自
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月报告制度。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大数据中心
和覆盖三江源地区重点生态区域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体系建
成，建立了资源本底数据平台，
发布自然资源本底白皮书，完成

《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
查工作报告》，首次形成三江源国
家公园陆生脊椎动物物种名录。

国家发改委生态成效阶段性
综合评估报告显示：三江源区主
要保护对象都得到了更好地保护和修
复，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提升，生态功能
得以巩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 6%以
上，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比十年前
提高了 11%、30%以上。野生动物种群

明显增多，藏羚羊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不足 2 万只恢复到 7 万多只，过去难得
一见的雪豹、金钱豹、欧亚水獭频频亮
相，兔狲、藏狐、白唇鹿、野牦牛、黑
颈鹤争相出镜。

本报讯（特约记者 德改才让）
“真是太过瘾了，可以拍到这么多野
生动物！”深秋时节，地处黄河源头
的青海省玛多县生态管护员在野外
巡护时，看到沙狐、狼、黑颈鹤、白唇
鹿、灰鹤等多种野生动物，并用相机
拍下他们的萌照。

玛 多 ，藏 语 意 思 为“ 黄 河 源
头”，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西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个县城，
人口稀少，海拔 4000 多米，地处三

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腹地，
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发
源地。玛多县委宣传部表示，近年
来，生态管护员们在巡护过程中，
从雪山深谷到无垠草原，从大河两
岸到湖泊湿地，黄河源头的鸟类等
野生动物悠游自在，对人类不再惧
怕，也不再逃之夭夭，而是好奇地
警觉观察，与人类保持一种“默契”
的距离，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画卷。

奋力谱写果洛发展新篇章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砥

砺前行。党的十八大以来，
果洛州立足“三个最大”省情
定位，坚持生态立州、绿色发
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团结带领各
族干部群众勠力同心、迎难
而上、崇尚实干、狠抓落实，
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奋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高地的果洛篇章。

果洛州干部群众学习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千只藏羊出栏 畜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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