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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在全省成立推进乡村振兴“八
大行动”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率
先在全省印发绿色有机输出地先行示范
州行动方案；颁布实施全省首部基层社
会治理领域地方性法规《黄南藏族自治
州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条例》；依托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牦牛全产业链典
型县建设机遇，稳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
型升级，为全省草原畜牧业转型发展贡
献“黄南力量”……新年伊始，黄南州亮
出 2022 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成绩单。

成绩催人奋进，未来任重道远，在这
份成绩单的背后是黄南州高质量推进乡
村振兴的“奋进密码”。

黄南州率先在全省成立推进乡村振
兴“八大行动”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
印发了《黄南州推进乡村振兴“八大行动”
实施方案》，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八大行
动”，领导小组下设8个工作专班，健全“四
项机制”，拨付专项资金，建成可视化统一
指挥系统平台，得到了上级的批示和肯
定。

黄南州率先在全省印发绿色有机输
出地先行示范州行动方案，编制完成先行
示范州五年专项规划，同步推进一市三县
子规划，投入近7亿元，全面整合涉农、衔
接、东西部协作等资金，并引导撬动金融
及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积极转型发展青
稞、油菜、饲草、果蔬“四个万亩”示范种植

基地，高质量建设牦牛、藏羊、犏牛、生猪
“四个万头”高效养殖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市滨海文化中
心开设了黄南州乡村振兴特色产品馆，带
动全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特色文创产
品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联合天津
合力打造了绿色有机畜产品研究院、高原
病研究所、绿色农牧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
术示范推广、芦笋高值化加工及综合利用
等一批优质“智力+产业”项目平台，成功
研发出牦牛奶酪、牦牛肉香肠、精酿啤酒
等10个系列新产品。尖扎县当顺乡香干
村（土烧馍）、泽库县和日镇吉龙村（泽库
羊）成功评为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成为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拓宽
农牧民增收渠道的典范。

同仁市抓住新机遇，抢先实施“3545
万头”犏牛基地建设工程，以“整村推进、
集体经营、股份合作、农牧互补、草畜联
动、循环发展、高效养殖”模式，探索出

“12345”（一地两创三促四园五带）产业发
展新格局，做大做强万头犏牛产业，构建
起资源共享、基地共建、生态保护、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的发展格局。

建成河南县牛羊活畜交易集散中心，
为牧民提供托养、检疫、售卖一条龙服务，
带动当地就业、增加牧民收入，促进绿色
有机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真正实现了

“建一处市场、活一片产业、富八方群众、
促产业振兴”的目标。

尖扎县来玉村通过“政府投资+招商
引资”的方式先后新建了11栋具藏式和江
南风格各异的民宿，已成为“五大”产业并
存的“黄河民宿第一村”，并被农业农村部
评为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德乾村瞄
准草原油菜花海，丰富的草地和高低起伏
的山地资源，实施“尖扎云边漫步帐篷家
民宿”项目，被游客誉为“云边漫步”帐篷
家，成为网红打卡地；德吉村入选第一批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创建单位。

同仁市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露营基
地，推出扎毛乡“芊桑别院”农田休闲观
光园产品项目，引资项目“云端热贡”野
奢营地，为乡村旅游注入全新的活力；加
吾乡坚持推动自然资源与休闲度假产业
融合发展，以打造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休
闲功能区为目标，打造“在那东山顶上”
旅游项目，实现生态旅游“有颜值有卖
点”。

2022年2月底，黄南州人民政府与青
海交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地
方干线道路养护合作战略协议，开启了全
省交通领域政企合作的先例，为全州地养
省道和县道专业化、市场化养护探索了新
路径；打造全州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
制改革全国示范亮点，完成《黄南州农村
公路标准化养护手册》编制工作，该手册
为全省首个地方性市州级农村公路养护
规范。 （通讯员 黄南宣）

黄南：亮出乡村振兴成绩单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1月4日，笔者从黄南

州发改委获悉，近年来，黄南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紧扣重点，精准发力稳增长促发展工作，建立保障
机制，创新政策举措，优化审批流程，营造良好环
境，打出一系列要素保障“组合拳”，取得良好成效。

建立要素保障机制，全力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实时跟踪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2022年6月10日起，黄南州建行分别为中
铁隧道局（国道310尖扎至共和公路工程）、中铁
二局（西宁至成都铁路甘青隧道 XCGQSD-1 标
段）、中铁十一局（西宁至成都铁路甘青隧道XC-
GQSD-2标段）等公司项目顺利开工成功办理银
行保函业务，合计3笔1400万元，有效助力黄南州
经济结构转型，履行国有银行企业公民责任，促进
高质量发展。通过开展企业保函行动，集中推动
政策制定“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协同发力，解决企业发展的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
业坚定发展信心，助力经济稳增长。把保函业务
作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使出具保函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切实助企纾困
解难。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确定新一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和优势企业，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黄
化供电公司入选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成为黄南州首家入选企业，标志着黄南州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实现了零的突破。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是指区域内
具有一定影响力、知识产权优势突出的企
业。企业获评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将激

励更多企业加大创新成果产出和高质量
知识产权产出，对促进企业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有着重要意义。黄
南州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国
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十四五”国
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近年来，黄南州市场监管局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导企业提升知识产
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着力打造

知识产权强企建设第一方阵。按照知识
产权强州建设工作统一部署，结合地方工
作实际，加强对优势企业的针对性指导、
服务、监督和检查，确保培育工作取得实
效。指导企业结合自身发展定位，明确优
势企业建设的目标任务，切实将知识产权
工作融入企业经营发展全过程，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运用效益和竞争优势，努力打造
知识产权强企建设第一方阵。

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2022年以来，
尖扎县卫生健康局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
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以健康尖扎建设
为主线，以提升全县卫生健康水平为目
标，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公共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强化医疗卫
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进一步健全完善公
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推进全县医疗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22年7月初，天津援青医疗
队5名专家到位，经县卫健局协调，建立了

尖扎县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产科、新生儿
科绿色通道，实行产、儿科转诊患者先住
院，后办理手续；2022年，尖扎县医院通过
了外科、康复科、超声与电生理科、急诊
科、神经外科重点专科建设的申请，同时
完成了医院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和服务模
块增加，利用医疗服务与能力保障资金及
自筹资金，开展医院整体搬迁信息化数据
中心建设、三级等级保护建设、远程心电
建设、胸痛中心建设等，进一步加强医疗
智慧医院建设和疫情防控智慧信息化建

设，医院电子病历分级评价达到3级，8月，
尖扎县医院“胸痛中心”建设通过省级认
证；尖扎县藏医院、县医院中医科继续发
挥中藏医联盟的牵头作用，对各乡镇卫生
院开展指导培训、巡诊坐诊等“传、帮、
带”。县藏医院与县残联签订协议，对全
县所有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医保报销外
费用由县残联进行补助；全县104名乡村
医生在个人缴纳200元的基础上，县政府
再给每人每年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500元，并纳入财政年度预算。

红旗宣讲团、摩托车宣讲队、巾帼宣讲
队……近日，已进入深冬的泽曲草原寒风凛冽，
但活跃在草原上的一支支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队却是马不停蹄。泽库县通过文艺宣讲“花样
讲”、草根宣讲员“入户讲”、借力网络“云上讲”等
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走“新”更走心，
真正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播到草原牧区群众的
心坎上。

“山水泽库美景如画，碧草如茵牛羊肥壮；党
的光辉照耀泽库，党的政策恩惠人民；民族团结
步调一致，携手迈上康庄大道……”华美的藏族
服饰抓人眼球，悠远而铿锵的曲调引人入胜，激
情而饱满的演唱令人难忘。在传统藏戏优美的
旋律中，泽库县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
动拉开序幕。

台上，宣讲团成员们弹奏着扎木念，藏戏新
唱《党的二十大精神明方向》、舞蹈《黑帐篷里话
幸福》等节目精彩上演，让党的二十大精神从“书
面语”变为易于理解的“地方话”，真正唱到了群
众的心底里。台下，牧民群众一边观看文艺表
演，一边积极参与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宣讲现
场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为了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好，泽库县从各
单位抽调政治觉悟高、理论功底深、业务能力强
的骨干，补充完善县委宣讲人才库，组成“党的二
十大精神红旗宣讲团”。同时，第一时间安排文
化部门立足新时期舞台艺术表达的需求，结合群
众的审美需要，在守正创新的前提下进行节目编
排，巧妙地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思想、新观点
融入藏戏、扎木念弹唱、歌舞等节目中，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草原的角
角落落。这些生动活泼的文艺宣讲活动，推动宣
讲“活”起来、“动”起来、“鲜”起来，深受当地群众
欢迎。截至目前，全县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基层“草根”宣讲志愿者达400余名，开展宣
讲活动80多场。 （通讯员 泽库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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