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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幸福日子还长着呢，希望你们
健康长寿！”七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
察期间，在海拔 3000 米的格尔木市唐古拉
山镇长江源村留下深情的祝福。

七年来，每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驻村第
一书记都牢记总书记嘱托，把带领全村实现
共同富裕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七年间，深
情浸润的种子已收获希望的果实，让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幸福延绵万年长。

“这批订单是发往省外的，虽然现在不
是销售旺季，但订单依旧不少！”3月9日一
早，长江源村牛羊肉加工车间，扎西达娃和
闹布才仁正在忙碌地包装新订单的商品。

“我们销售的正宗‘尕斯羊’肉质细嫩，
营养丰富，不仅本市群众爱吃，连省外的客
户都赞不绝口。”长江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扎西达娃说。为有效利用“唐古拉藏
羊”和“唐古拉牦牛”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唐
古拉山镇长江源村和格日罗村筹资 270 万
元，建成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生态绿色牛羊
肉加工销售基地，以生态绿色牛羊肉加工销
售基地为依托，形成牛羊肉产品从货源、加
工到销售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两个村的村
集体经济发展，还辐射带动了唐古拉山镇其
他五个村的农牧民增收。

“去年我们一共投资了100万元，购买牛
肉3万余斤，羊肉1.5万斤，受疫情影响，收益
在8万元左右。”扎西达娃说今年他们打算扩
大投入，在继续发展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的同
时开拓乡村旅游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

走在长江源村青年创业街上，仿佛置身
于某条都市步行街，整条街道以藏式风格为
主，茶坊、服装店、饰品店、藏餐吧店铺林立，
沿街的小吃让人垂涎欲滴。

岗巴布民族手工艺品合作社，红底黄字
的招牌格外显眼，三木吉正忙着摆放柜台里

的玛尼石、抛石绳、各色各样的石头摆件，墙
上挂满了藏式氆氇毯、藏式手提包等手工工
艺品。

“我们在以往的基础上采取了‘订单式’
培训，比如刺绣比较好的学员可以接单，按照
订单来绣产品，这样既保证了销路稳定，又能
提高学员们的刺绣技巧。”作为村里最早一批
的创业者，三木吉的商铺从最初的单一销售
发展成为如今集培训、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
民族手工艺品合作社，既能保护藏族传统技
艺，让其不会失传，又能带动村民实现增收和
创业就业。

“今年我们接的订单主要包括抱枕、手
链、床单被套等刺绣手工艺品，除了国内订单
还有一笔四千多件的国外订单，一个普通学
员每月收入最多能到1万多元钱。”

去年，岗巴布民族手工艺品合作社开展
了三期以“发扬青绣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为
主题的刺绣手工艺品培训班，聘请刺绣经验
丰富的非遗传承人授课，三木吉还去成都参
加了农业农村部第十九届农交会，他在取得
了一系列荣誉的同时，还带动了村里乡亲共
同致富。

（特约记者 马振东）

脚步铿锵，幸福的日子好又长

近日，记者探访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乌兰县的莫河驼场，骆驼妈妈和宝宝们在大
风中毛发飞舞，呆萌可爱。

莫河骆驼场位于海西州乌兰县，其前身是
1953年组织的青藏驼队，为援藏固藏作出巨大
的贡献。1955年，西藏运输总队撤销后，转制
为国营青海省柴达木骆驼场，现称为青海柴达
木农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

据了解，柴达木地区养殖驯化柴达木双峰
骆驼的历史近2800年，主要集中在青海省海西
州乌兰、德令哈、都兰、格尔木一带。目前，乌
兰县共存栏柴达木双峰骆驼4420峰，并有2家
驼制品企业、3家合作社落户。 （中新网）

本报讯（记者 一丁）“新投入运营的
汽车站真是太漂亮了，不仅功能齐全，占
地面积也比以前大，今后我们出行将更
便利。”多杰扎西在看到都兰汽车新站后
高兴地对记者说。近日，记者从都兰县
交通局获悉，历时五年的时间，都兰汽车
新站正式投入运营，不仅改善了都兰县
旅客运输环境，还优化了客运站场的总
体布局。

据悉，新建都兰汽车站位于G109高
速公路都兰县引线（民主路）出入口和景
秀大道交汇处（都兰县县城东），交通便
利、位置优越，符合城市规划要求，有利
于县区内外旅客出行换乘。项目于
2017 年 4 月开工建设，占地 19950 平方
米，总投资 2488 万元，为二级客运站。
其建筑新颖、设计合理、宽敞明亮，拥有
完整的站务系统、安检系统、监控系统、
LED显示宣传大屏；配备售票口4个、检
票口 3 个、自助售票机 2 台、发车位 10
个、停车位 20 个，并设有充电桩车位 2
个，运营时间为7时30分至18时10分；
主要营运旅客线路有都兰至西宁、德令
哈、格尔木、香日德、香日德农场、巴隆、
诺木洪农场在内的多条客运班线。

都兰汽车新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便
利出行的需求为目标，进一步提高自动
化程度，在提升旅客体验感方面下足了
功夫，不仅新增了重点旅客候车室、母婴
候车室、重点旅客购票窗口，更是采用了
电子检票的新模式，让旅客享受更具针
对性的服务体验，拥有更便利快捷的优
质出行。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崔亚杰）春日的暖阳洒向都兰县夏日哈
镇联合村的田间，眼看着春耕的时间越
来越近，为了让村里留守老人不误农时
抓生产，联合村第一书记严作云天天奔
忙在村里。和都兰县夏日哈镇联合村一
样，海西州一处处田间地头，呈现一派春
耕繁忙景象。

“今年您家的农机具保养检修了
吗？种子、化肥购买了吗……”严作云和
农户拉家常，了解各家春耕备播准备情
况。就在前段时间，驻村工作队前往有
关企业对接化肥采购业务，商谈购买价
格，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同时还为群众
送货上门。

近年来，联合村持续发展土地托管
项目，将 722 亩土地托管资金用于壮大
村集体经济，并把小农户手中分散的土
地集中起来交给托管专业合作社，为小
农户提供全程托管服务，增加村民收入，
提升群众幸福感。

“农村土地托管不仅省心省力，还能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今年我们想再争
取一些土地托管项目。”“咱们村每年都
有外来的枸杞采摘人员，我们将土地托
管后，剩余的劳动力可以投入到枸杞栽
培中去，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正值春耕时节，联合村村民们一个个精
神抖擞，撸起袖子加油干。

“乌兰县柯柯镇南沙沟村认真做好
机械强农工作，去年南沙沟村农机服务
队在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模
式下，实现了技能和收入双增长。今年
将积极争取乡村振兴项目，把农机服务
的数量和质量都抓上去，不断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杜国帅说。

工业强则城市强，产业兴则城市兴。
德令哈市紧扣“1245”发展思路，锚定“产
业兴市 工业强市”战略，以建设“中国碱
都”“世界光热之都”“中国硅谷”为抓手，
聚焦盐碱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高原装备
制造、特色生物五大主导产业，在加快推
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依托德
令哈丰富的绿色电力，全力推动 10 条重
点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努力在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中争先进位。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为企业释放暖心
“红利”、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按照全省
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方案，前不久德令哈市
启动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掀起一轮强过一
轮的亲商、暖商、助商、爱商、安商热潮，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德令哈市发改委作为牵头单位，第一
时间组织助企联络员深入走访联点新能
源企业，以帮助企业发展为己任，走一线、
察实情、抓研判、解民忧，把政策和服务精

准滴灌到企业最渴望处。
“德令哈市一系列的助企暖企措施让

我们感受到了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的温
度。”中广核太阳能德令哈有限公司项目
主任于海洋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公司在建
的 200 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前期手
续已全部办理完结。当前已完成光伏
EPC及监理招标等工作，并开展临建、光
热场平施工等，下一步计划全力开展主体
工程建设施工，打造标杆工程。

为坚定不移走好“产业兴市 工业强
市”之路，今年以来，德令哈市提前按下项
目建设快进键，奋力形成全年大项目顶天
立地、好项目铺天盖地的生动局面，吹响
了今年加快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的

“号角”。
“围绕2023年一季度目标，我市第一

时间制定复工复产计划，今年第一批集中
开复工项目45个，总投资287亿元，涉及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及社会事业等

领域。重点项目坚持以提高项目质量、提
升项目效益为中心，产业层次、科技水平、
集群效应、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提升，更好
推动德令哈市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
走在全州前列。”德令哈市发改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说。

同时，该市开展了“春风行动暨就业
援助月东西部劳务协作”专场招聘活动，
为返乡创业人员、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
人、失业人员、农牧区富余劳动力等重点
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无缝对接平台。

连日来，德令哈市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聚焦一项项重点工作，串起一条条产
业链，联通一家家企业，统筹一项项要素
资源，全力奔跑在“拼经济”“抓项目”“促
发展”的路上。各企业迅速吹响开工“集
结号”，纷纷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拓
销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
中。

（特约记者 李淑娟 通讯员 郭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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