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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致富穗萌芽“聚宝盆”
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被古

代印加人称为“粮食之母”。自藜麦产业在
柴达木盆地萌芽以来，经过近十年发展，如
今柴达木地区藜麦产业已发展壮大起来，
一丛丛“五色谷穗”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
致富带来了新机遇。

“五色珍宝”到高原

科学研究显示，藜麦包含人类所需的
所有基本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的比
例和人体完美匹配。藜麦中锰、镁、铁、锌、
钙等矿物质营养含量高，可以缓解血管压
力，减少心脏病的发生。此外，藜麦是可溶
性及不可溶纤维素的优良来源，两种纤维
素对调节血糖水平、降低胆固醇和保护心
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巨大的差价、丰富的颜色、奇特的口
感，让在2010年前后，初次吃到藜麦的民营
企业家黄朝斌心中一动，既然这个作物有
这么多功效，也具有一定经济效益，那么能
不能在国内引种呢？

藜麦原产于山地，最适合生长在高温
差、高海拔、日照充足的地方，我国符合此
类条件而又适宜耕种的地方少之又少。看
到这个条件，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黄朝斌
瞬间就想到了柴达木盆地。

在柴达木盆地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
气候恶劣，但在它的东部，却有一片适宜
耕种的土地，农耕历史悠久，地势条件较
好，正符合藜麦的种植条件。黄朝斌经过
认真考察，决定带着种子到海西的乌兰县
试试。

顶着周围群众好奇的目光，一把把来
自南美的藜麦种子被撒在了青藏高原的土
地里。

一年很快过去，试种圆满成功，部分藜
麦品质甚至比在原产地的还要好。收获的
藜麦籽粒饱满、光泽度佳……“五颜六色”
的藜麦产业就此在当地“萌芽”。

“小藜麦”种出“大产业”

试种成功后，黄朝斌成立青海三江沃
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逐步推广
藜麦种植。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种
植户加入藜麦种植队伍，当地农户对此热
情很高。

为保证种植户利益，不少藜麦企业采用
了“企业+农户+合作社”的订单式农业形式：
在种植初期为种植户提供种子、有机肥等生
产资料，并提供农技指导，等成熟之后统一收
购。这样既能让种植户的辛勤劳动有结果，
也能让企业收到有质量保证的藜麦。

乌兰县藜麦产业越做越大。乌兰县农
牧和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乌兰县
藜麦产业逐步形成了种植、育种、加工、产
品延伸、研发、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并形
成以乌兰为物流集散中心，辐射带动全州
的产业发展格局。2022年乌兰县全县藜麦
种植面积1200亩，总产量238吨，产值达到
276万元。

与此同时，藜麦也开始在海西州多点
开花，截至2022年底，海西州藜麦种植面积
约2.06万亩，产量超过4900吨，产值超千万
元。涌现出青海三江沃土、海西海藜、青海
高远锦禾等为代表的藜麦企业30余家，通
过“企业+基地+农户”等发展模式，让成千
上万的种植户走上了一条“藜麦致富路”。

海西州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促进藜麦产业发展，海西州出台多项政
策措施，扶持经营主体，完善标准体系，培
育精深加工，使藜麦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
进步，有力支撑了海西特色农牧业发展。

有了青海海西的成功经验，藜麦产业
逐步在全国铺开，山西、甘肃、新疆等地也
开始种植生产。

乌兰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刘延安
说：“我们希望藜麦产业能够做大做强，让
藜麦这种优质食品摆上大家的餐桌。只有
尽快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才能让藜麦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

（特约记者 薛玉斌 王浡）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海西州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深入落实抢抓机遇促发展“1+12”行动

方案，扎实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年、投资项目
攻坚年、产业链长制推进年、招商引资提
效、城乡环境清洁、生活品质提升“六大行
动”，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以上。

据悉，海西州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紧盯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处理
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以产业“四地”建设
为牵引，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推动盐湖、清洁能
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做
实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着力构建以产
业“四地”为主体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 同时，深入实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六大工程”和助企暖企春风行动，聚力
发展实体经济。加大项目攻坚力度，确保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深入实施招商引资“六大行动”，确保签
约335亿元以上。进一步巩固恢复基础，大
力提振市场信心，着力扩大消费，增强发展
后劲。

六大行动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严慧琴）
近日，海西州全面启动农牧业助企暖企专项行动，
助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复商，确保首季“开门
红”、推动全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开展助企暖企专项行动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重要抓手，按照《海西州农牧业助企暖企
专项行动方案》，全州农牧业坚定信心、提高认识，
抓紧抓实抓细助企暖企各项任务，为涉农企业解
难题、通堵点、助发展，全力推动涉农企业加快恢
复、稳产提质。

各相关部门“点对点”解决具体个性问题，在
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稳预期、强信心，助力
农牧业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稳步发展。同时，做好
政策宣传咨询，主动帮助企业答疑解惑，帮助农牧
业企业吃透政策精神，解决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难
点，搭建好政企之间的连心桥。围绕方案中五个
方面问题和四项重点扶持任务，与年度全州农牧

“十个一批”重点工作、与补齐农牧业短板弱项结
合起来统筹推进，做好产业融合、转型升级，及时
建立工作专班和包联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

另外，各部门各相关单位抓实抓细助企暖企
各项任务，全力帮助农牧业企业落实政策，协调解
决困难问题，以更主动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为农
牧业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紧紧围绕行动方
案，全面落实省州有关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建立健全常态化服务企业工
作机制，全力为农牧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将助企暖企举措真正落实到每个有需求的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为进一步完善高海
拔地区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保障机制，今年海
西州规范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确保参保
人员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

据了解，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规范跨省临时就
医人员报销待遇政策，非急诊且未转诊的其他跨
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的费用，在参保地相同医保
待遇支付政策的基础上支付比例下浮10%。跨省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符合转外就医规定的，就医费
用执行参保地相同的医保待遇支付政策，不下浮
支付比例。

跨省异地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急诊抢救
费用，执行参保地相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医保待遇
支付政策；除急诊抢救外，参保人员在非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发生的费用医疗保障基金不予支付。跨
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
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等长期在外
省工作、居住、生活的人员；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
员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异
地急诊抢救人员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
员。

海西州还规范了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双向享受医保
待遇。实行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
保地双向享受医保待遇。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在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可以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备案管理。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实行“一次备案、长
期有效”，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一般性疾
病有效期为6个月，患恶性肿瘤、器官移植、慢性
肾功能衰竭和血友病四类病种人员，备案有效期
为1年。参保人员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后，可
直接在备案就医地已开通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
算服务的定点医药机构享受住院、普通门诊（含
门诊慢特病）就医及药店购药费用直接结算。有
效期内可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服务。备案有效期内已办理入院的，
出院时不受备案有效期限制，可正常直接结算相
应医疗费用。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带动农牧民增
收的一条新路子，也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
水。都兰县巴隆乡科尔村充分挖掘资源禀
赋和发展优势，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建设集
少数民族文化、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乡村建
设项目，形成了特色鲜明、功能突出、优势
互补、示范带动的发展格局。

科尔村是一个牧业村，主要以牧业生
产收入为主。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一
直以来是困扰该村党支部发展集体经济的
一个难题。

“我们村里有独一无二的‘自然奇迹’
火山岩柱状节理群，而且离公路也不远，区
位优势突出。”村党支部书记达西才仁说，
通过积极对接联系相关部门立项，该村打
造开发独特自然风光，发展旅游经济，探索

尝试走一条民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得益于火山岩柱状节理群这一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在都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科尔村党支部紧紧围绕“四地一体
系”建设、农牧业发展要求，积极融入“都兰
旅游大环线”。

如今，当地投入少数民族扶持资金400
万元、科尔村产业扶持资金21.75万元，建
设蒙古包9顶、蒙式生活体验中心44户、民
族原始民居、马场、露天篝火场、原生态牧
场等一系列游览及体验性设施。

景区的开发，加之民族手工艺品的制
作销售和特色餐饮的发展，切实拓展了农
牧民群众增收渠道，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在巴隆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科尔村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修建柏油路、砂石路，
解决牧区居民出行难问题。推进“厕所革
命”，创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让广大牧
民群众既保持住绿水青山，又发掘好金山
银山。

如今的科尔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前来游玩观赏，他们或是欣赏2.2亿年的
火山岩柱状节理群这一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或是陪孩子体验“沙漠之舟”的骑行乐
趣，或是走进少数民族村落穿着民族服饰，
涂抹“酥油口红”拍照，体验别样的乡土情
怀，亦或是品尝手抓羊肉、牦牛酸奶、骆驼
奶等本土美食……村庄的每一处都成了游
客必游打卡之地，每一景都成了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的“必胜法宝”。

（特约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都宣）

“火山岩柱”让村经济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