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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党的二十
大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吹响了“冲锋
号”。黄南州将加快实施牦牛、藏羊、粮
油、果蔬、饲草、冷水鱼产业集群行动，建
好基地、培育龙头、打造品牌，积极融入
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

黄南州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青海省四大现代农牧业示范园区和
重要的冷水鱼养殖基地、国家级有机食
品生产基地、示范基地。

目前实现了可利用天然草场牲畜有
机认证、牦牛藏羊原产地质量追溯全覆
盖，国家认证的有机产品、绿色食品、地
标农产品数量达 128 个，居全省第一。

开好局、起好步，黄南州将依托优良
生态环境和全域有机资源禀赋，继续以

“高原、绿色、有机、无公害”为主攻方向，
做优做强绿色有机品牌，通过科学技术
种植养殖，通过龙头企业延链补链，通过
新型经营主体高效生产，加快“四个万
头”规模养殖基地和“四个万亩”特色种
植基地建设，推动先行示范州取得实质
性突破，为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建设作出黄南成绩，贡献黄南力量。

本报讯（特约记者 童仁）3月2日，记者从
同仁市农牧和科技局获悉，该市通过牦牛人工
授精技术成功孕育的第一代娟姗犏牛，于 2 月
27 日在曲库乎乡古德诺尔佳牛羊生态养殖专
业合作社诞生，标志着同仁犏牛人工繁育能力
实现新突破。据同仁市畜牧兽医站站长王辉
成介绍，此次繁育的娟姗犏牛犊体重8.6公斤，
是母牛犊，体长 63 厘米，身高 55 厘米，目前状
况良好。

2022年以来，同仁市积极与青海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进行交流合作，全力推进犏牛繁殖技
术示范和推广工作，针对人工授精技术短板，精
准施策，对症下药，组织开展犏牛繁殖技术培训
和现场人工授精技术实际操作培训，完成9个犏
牛繁育养殖基地（合作社）牦牛人工授精421头，
培养专业技术骨干23名，“土专家”11名，厚植
全市科技人才力量，提升良种繁育能力，为加快
犏牛基数、壮大犏牛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同仁市将持续巩固壮大“3545”万头犏牛基
地建设、良种繁育成果，进一步加强专业技能人
才引进培训与科技合作支持力度，全力抓好全
市牦牛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和良种自然交配重点
工作，提升全市犏牛基数，做强万头犏牛产业，
聚力打造“中国犏牛之乡”品牌。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青海省
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97项），其中青海黄南
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5个非遗项目
被批准为省级项目名录，分别是《蒙古族刺
绣（河南县蒙古族刺绣）》《河南县牛羊毛手
工编织技艺》《河南县蒙古族擀毡技艺》《河
南县那达慕》《河南县蒙古族婚俗》。至此，
河南县实现了省级非遗项目“零”的突破。

河南县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8
项，其中已公布国家级非遗项目1项、省级

非遗项目 5 项、州级非遗项目 51 项、县级
非遗项目151项。河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28名，其中省级传承
人1名、州级传承人35名、县级传承人92
名。民间工艺大师已审批11名，13所传习
中心，8家宣传展示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
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
资源。河南县历史悠久，在流转了千百
年的时光里，一项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更具热度。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年来，黄南
州委党史研究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充分
发挥“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精心编纂地方
党史正本，高质量完成“两全目标”任务，全
力构建黄南史志事业发展新格局。

2021 年 12 月，《黄南年鉴（2020）》成功
入选第八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
特等年鉴，突破青海无特等年鉴的历史。
2022 年 12 月，《黄南年鉴（2022）》成功入选
青海省首批综合年鉴精品工程“青海省精品
年鉴”。近日，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极力推荐《黄南年鉴（2023）》
参与中国精品年鉴评选，积极打造中国精品
年鉴工程，为全省唯一。

把第二轮《黄南藏族自治州志 1991－
2010》编纂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集中力量，打
好攻坚战。州党史研究室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出征”，落实“督促、指导、编纂”三位一体
的工作思路，建立编纂工作岗位目标管理责
任制，克服“怕、等、靠”思想，发扬“敢于担

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三敢”精神，坚
持“追求卓越，力求完美”的首善标准，着力
提高编纂质量，于2020年1月通过省志办终
审，按时出版。

州党史研究室克服党史正本启动晚、人
员少、经费紧等困难，及时成立编纂委员会
及党史编写小组，制定《中国共产党黄南历
史（1949—1978）》编纂方案和编目大纲，启
动编纂工作，明确时间进度，列出任务清单，
提出具体措施，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州党
史编研工作形成了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

鼓励有条件的镇村应编尽编，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
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
实现黄南乡村振兴和历史文化传承高质量
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弥补黄南无镇村志的
空白。

州党史研究室积极带动一市三县党史
研究室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报纸、网络、
微信等媒体，积极宣传州委州政府带领全州
各族人民建设山水黄南的生动实践。特别

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及党史
学习教育期间，编写的《新纪元新曙光——
青海解放实录》在《青海日报》发表，编写《脱
贫攻坚口述史》《黄河故事》《黄南党史概况》
被全国和省委党史研究室采用，《黄河岸边
的美丽蜕变》荣获“讲述黄河故事、传承黄河
文化系列活动讲述大赛”全国线上组三等
奖，《青海河南蒙旗末代女亲王——扎喜才
让》一文由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以简报形式刊发全省各级党组织。

本报讯（通讯员 魏永钰）广袤乡村，万物春
生。同仁市措玉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深村
入户、宣讲精神，党员们热烈讨论、建言献策，群
众你帮我带、共话发展，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如春
雨润物般滋润着措玉土地，措玉村干部群众正
在以“拼”的精神、“实”的干劲、“闯”的意识，迎
春开跑、实干开局，抢抓机遇、彰显担当。

在党群服务中心，驻村工作队成员向村里
的青年讲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积极讨论好的惠
民政策，在村中心广场，青年们在理解的基础
上，把学到的知识用藏语讲给村民们听，一支群
众自发组织的“乡土人才宣讲队”和干部们一起
成为一号文件的宣讲员。截至目前，共开展宣
讲10余场次，发放宣传册130余份，7名青年加
入乡土人才宣讲队。“这两年我们村越来越好
了，去年我们家换了新的大门、修了水冲厕所，
村里的道路也铺上了硬化，今年我还要去学一
些新的技能，多挣点钱让父母亲日子过得更好”
高中毕业在外打零工的夏吾万玛腼腆地说。

宣讲活动开始以来，干部们一边宣讲政策、
答疑解惑，一边了解困难、化解矛盾，现场及时
解决问题6件，不能及时解决的1件问题登记在
册，进一步协调市有关部门和联点单位力争把
群众的困难解决好，讲政策、察民情、解难题、暖
人心同步推进，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
近。措玉村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每一名群
众都享受到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他们切实地
感受到好政策带来的实惠。中央一号文件的宣
讲，让每一名群众都关注到党和国家的宏伟蓝
图，让他们深刻体会了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
为群众谋利益。监测户万全连连感恩地说道，

“共产党好啊，把干部们派下来帮我们解决问
题，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开好局 起好步 黄南这样干

宣讲入村让一号文件接地气入人心宣讲入村让一号文件接地气入人心

如果说播种爱心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
“阿妈勤考”就是一位专业的播种者，尤其是
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她如同黑夜中的黎明，
既给他们带来生机，也给他们带来希望。

勤考，是黄南州河南县一位藏族妇女，讲
不出大道理，却用行动阐释人间大爱，她在6
年间收养了7名孤儿，还为3个孩子当起了保
姆。时间追溯到2018年底，中央文明办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隆重发布11月“中
国好人榜”，河南县柯生乡次汉苏村藏族妇女
勤考榜上有名，被评为“助人为乐类”好人。
2014年春节，勤考一家回老家次汉苏村过年，
在路过本村的一个牧户家，看到有个孩子光

着脚在草地上独自玩耍，当时天很冷，男孩就
穿着一身薄藏袍，冻得瑟瑟发抖。勤考赶紧
把孩子送回家中却发现没人，经向四邻打听
后才知道，孩子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回了娘
家，父亲不知去向。孩子也说，自己一个人在
家里，爸妈不知道去了哪里。勤考便把孩子
带回了家，给他换上暖和的衣服。春节一过，
勤考和丈夫便把孩子带到县城抚养，这个孩
子就是才旦扎西。后来才旦扎西的父亲来找
孩子，孩子死活都不愿意跟父亲回去，哀求着
勤考：“阿姨，不要把我送回去，我要和你在一
起。”看着孩子哀求的眼神，勤考心软了。从
此，才旦扎西正式成为勤考家庭的一员。

旦增久美是勤考在 2015 年收养的孩

子，他的父母离异，年迈的爷爷无法照顾孩
子的饮食起居。一番思量后，勤考主动上门
将旦增久美接到了自己身边，从此之后，勤
考不畏风雪，每天都按时抽出时间接送孩
子、督促孩子作业。

在勤考这个“大家庭”里，大到 14 岁的
才让拉毛，小到2岁半的才让昂毛，勤考都
是照顾得无微不至，精心安排孩子们的生
活、上学等事务。“看见孩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我这心里比蜜都甜。”勤考说。从勤考妈
妈身上，感受到了帮助他人、扶危济困的至
美品德，感受到超越民族、超越血缘的至纯
母爱，感受到暖意融融、相亲相爱的至善家
风。 （通讯员 黄南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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