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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地放牧一年可以增加3.6万元的劳务收入，再
加上年底基地分红，年家庭收入现在可达6万元以上。”
同德县河北乡格什格村良种牦牛繁育基地的放牧员三知，
和记者说起这几年草原牧区的变化一脸兴奋。过去收入
来源单一，主要靠政策性补助，现在钱袋子鼓起来了，日子
越过越好，群众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同德县河北乡、秀麻乡作为海南州良种牦牛繁育核
心区，依托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和良种牦牛繁育场，拓宽了
农牧民的收入类型。牦牛产业是海南州现代生态农牧业

“四大产业”之一。在这片资源丰富的沃土上，承载着海
南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梦想和希望。

◆ 群众增收路上的“喜羊羊”
2022年，铁卜加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出栏羔羊432

只，实现销售收入38.81万元，年纯利润11.94万元。合作
社半圈养半放养模式，大大减轻了天然草场载畜压力，开
辟出草原保护、牧民增收的现代畜牧业“双赢”发展之路。

黑藏羊被誉为贵南草原上的“黑珍珠”和“金名片”。
2017 年“贵南黑藏羊”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到2022年年底，贵南县发展了1个黑藏羊保种养殖
协会、2个示范村、10个合作社，全县黑藏羊养殖规模由
2020年的1.12万只达到现在的7.2万余只。藏羊产业作
为广大农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
畜牧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这些年，海南州结合自身
优势，乘势而上，充分挖掘藏羊生产潜能，走出了一条藏
羊产业现代绿色畜牧业技术发展之路。

◆ 群众增收路上的“金种子”
每逢秋收季节，眺望贵南县塔秀乡巴塘农场的青稞种

植基地，面积1.6万公顷的青稞基地蔚为壮观。近年来，该
县不断提升农业机械装备力量和自动化水平，实现传统农
牧业向智慧农牧业转变。同时，通过引进青稞品种64个进
行适应性鉴定，初步建成了青稞“育繁推”一体化示范基地。

彭措是兴海县河卡镇上游村高原丰收合作社加工销
售小组组长，他在合作社工作的同时，把自家的耕地草山
牛羊入股到合作社，2022年分红3万元，销售提成1万多
元，家里的劳动力也解放出来了，收入比以前明显翻了一
番。推进乡村振兴，首要的切入点就是“产业兴旺”。河卡
镇上游村通过发展现代农牧业，走上了增收致富的新路。

◆ 群众增收路上的“花经济”
今年春耕伊始，海南州农牧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从

播种、田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环节开展跟踪服务，进
行全程技术指导。“去年种植了20公顷的‘青杂四号’油
菜新品种，亩产达到了190公斤，比原来平均增产近50公
斤。”海南州共和县塘格木镇曲宗村油菜种植大户公保从
2021年开始试种油菜新品种——“青杂四号”，新品种比
当地种植的常规油菜品种增产幅度达20%-30%。

贵南县过马营镇以“万亩油菜花海”为主，以“传统农
业生产”怀旧氛围为题的大地文化艺术让八方游客走进
油菜花海，同时，种植有机油菜及上万亩青稞，打造了集田
间风光、草原景色、乡土人情于一体的网红打卡集结地。
当传统种植业邂逅乡村旅游，全新业态孕育了“花经济”，
让油菜花开出了新花样，让传统牧民实现了增收致富。

如今，海南州正在推进生态优先、种业振兴、标准化生
产、特色产业培育“四大”计划，实施乡村振兴推进、生态农牧
业装备、草产业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产业融合促进“五大”行
动路上阔步前行，举全州之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先行示范区建设落地见效。 （特约记者 才让本）

海南州产业致富路越走越宽阔

蓝天下，塔拉滩上成排的光伏板一
直蔓延到天际线，看不到尽头，这片蓝
色的海洋正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最清
洁的新能源。

曾经，塔拉滩沙漠化土地以每年
1.8 万亩的速度在增加，草场沙漠化面
积达101.11万亩，农牧民群众赖以生存
的大量草场被沙土掩埋。

几十年来，共和县在塔拉滩及其周
边地区大规模实施了围栏封育、杨树深
栽、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治理重点项
目，塔拉滩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2013年，海南州4.45万平方公里被
纳入《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
程规划》。塔拉滩生态治理面积达到31.1
万亩，原生植被的覆盖面积也从15%达
到了65%，流动沙丘得到有效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立足特有
资源禀赋，探索“光伏+治沙”模式，走出
一条海南特色荒漠生态系统治理和民
生改善相结合的路子，为全省生态治理
提供了“海南经验”和“海南样板”。

站在共和县生态光伏发电园区观
景台放眼望去，成片的杨树、柽柳、乌柳
将园区紧紧包围，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在
绿植掩映下熠熠生辉，成为塔拉滩最美
的风景，这是海南州荒漠土地开发利用
和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

有了大片光伏板的覆盖，昔日的荒
滩得以休养生息泛起了绿意。中利腾

晖共和新能源有限公司运维部负责人
李峰介绍，光伏板下的风速减小了50%
以上，水分蒸发量减少了 30%以上，水
源涵养量大大增加，对植被起到了庇护
作用，土地荒漠化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减少日益生长的草场对光伏
发电的影响，光伏企业与当地政府联手
让当地群众“光伏牧场”里养殖“光伏
羊”。这种“牧光互补+水光互补”模式，
不仅实现了光伏新能源产业绿色低碳
发展，又推进了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
实现了舍饲半舍饲高效养殖与光伏生
态修复“双赢”目标。

2022年7月15日，国务院网站发布

《国务院关于同意海南藏族自治州建设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批
复》。《批复》明确，同意海南藏族自治州
以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这是海南州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

站在新起点上，海南州将紧紧抓住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的
有利契机，科学合理编制荒漠化治理发
展规划，进一步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持续
实施好三江源保护、天然林保护、三北防
护林等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

我们期待，塔拉滩迎来又一个生机
盎然的春天。 （特约记者 俄智措）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为进一步落实户籍便民
措施，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走深走实，兴海县子科
滩派出所推出“上门服务”“跑腿服务”，坚持“民警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理念，为辖区一名残疾儿童办理身份
证，解决残疾儿童生活难题，赢得了孩子家属的好评。

这暖心的一幕就发生在子科滩辖区内的一户人家
里。3月17日，兴海县子科滩派出所成功为6岁的小玉
（化名）落户。当了解到小玉因为自身残疾的原因无法前
往办证大厅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民警第一时间带着相机
入户为小玉拍摄人像照片，为她进行身份证件办理工作。

按照证件照的标准，民警与其家属为孩子调整姿势，
由于疾病原因，刚调整好姿势，孩子就不由自主地扭动不
停、哭闹不止，民警只能不断尝试，经过多次拍摄，终于采
集到一张“符合标准”的人像图片，并向省厅户政部门反
馈了这一特殊情况。

日前，小玉的身份证终于办好了，为了减少群众奔
波，证件办好后，户籍民警第一时间将身份证送交到小玉
母亲的手中。“小窗口”体现着“大服务”，为民服务的小举
动，温暖着残疾儿童一家人，民警细致入微的服务，提升
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
警察的责任担当。

本报讯（通讯员 段成芮）近日，贵
德县教育局联合县文体广电局、共青团
贵德县委、福燕教育机构在海南州河东
乡王屯小学举办“非遗进校园，文化有
传承”主题实践活动，聘请该县传统剪
纸非遗传承人杨成君、福燕教育专业美
术老师包泽华为校外辅导员。

开班仪式上，少先队员代表深情
献词，“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
自豪和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
民族精神。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
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弘扬传统文

化，我们义不容辞！”开班式后，两位老
师走进课堂，从折叠、画图、剪镂等方
面进行指导，同学们积极主动地向老
师请教，多次尝试后，一张张普通的红
纸，变成一幅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
剪纸艺术作品。同学们欣赏着自己精
心剪出的作品，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
容。

河东乡王屯小学是典型的乡村小
学校，部分学生为留守儿童，课外业余
生活较为单一，他们成长道路上缺少父
母的关爱和陪伴。近年来，王屯小学党

支部坚持以党建带队建工作机制，开展
了“走进家庭、携手育人”“沟通从心开
始”“点亮你的微心愿”等丰富多彩的特
色教育活动，在校园生活中为学生搭建
起温暖的“家”，形成了学校全程全员全
方位育人的工作新格局。

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不仅丰富
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了他们的动手
动脑能力，调动了参与积极性，提升了
审美情趣，还让非遗文化在青少年心中
深深地扎下了根，使其能够代代相传，
成为中华文化精神底座的丰厚土壤。

这两天，距离青海湖景区不远的共
和县黑马河镇文巴村，陆陆续续迎来了
旅游的游客，民宿酒店里三三两两的游
客进进出出，整个村子热闹了起来。

“还没到夏天，已经有省外的游客过
来旅游了，今年的生意肯定不错。”说话
的是村民格日措。多年前她还是黑马河
镇文巴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她成
了酒店接待员，每月收入有3000多元。

这些年，随着青海湖旅游产业升
温，文巴村瞅准机会从发展乡村旅游接
待服务入手，建起并运营集住宿、餐饮、
特色产品销售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扶贫
产业园，直接辐射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就近就地解决贫困群众务工，群众
整体收入增加，实现了增收致富。

“环湖经济”带动的不仅仅是文巴
村。江西沟镇莫热村利用“村党支部+
公司”的发展模式，利用环湖旅游资源
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2019 年至 2021
年村集体收入达 26.5 万元。修建了集
购物、娱乐、餐饮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扶贫产业园，承包期内收益200万元。

目前，共和县乡村旅游年平均接待
游客约36万人次，年收入达9468万元。
随着青海湖旅游的不断升温，周边的农牧
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按照莫热村村民
刘明山的说法，那是“换了一种新活法。”

近年来，共和县立足资源禀赋，深
挖特色优势，推动生态资源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积
极打造乡村振兴旅游示范点，带领广大

农牧民群众吃上“旅游饭”，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成效显著。

“今年生意太火爆了，有时候还要
提前预约。”在共和县龙羊峡镇后菊花
村九曲里景区，尽管才10点钟，但景区
老板方栋已经忙得“团团转”，为中午接
待游客做着准备。

看到记者到访，方栋放下手中的
活，热情地打招呼。谈到现在的生活，
他乐呵呵地说：“虽然累，但游客多，生
意火爆，值得了。”

生意好，“钱”景就好。共和县龙羊
峡镇后菊花村的村民也有了“好去
处”。家门口做服务员、保洁、保安成了
后菊花村村民的新选择。

共和县龙羊峡镇后菊花村围绕“三
领三带”工作模式，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省级乡村振兴旅游示范点，建成了
九曲里露营基地，丰富群众文娱生活。

旅游既是产业，也是事业，更是拉
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春季时光好，奋斗正当时。现如今，
共和县依托龙羊峡、青海湖等旅游资源
优势，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
区方面高开稳走。积极打造以黑马河

“滨湖观日之城”为重要节点的青海湖南
岸生态旅游线路，全力推动以“青海湖—
恰卜恰—光伏园区—龙羊峡”为环线的
旅游线路提档升级，加快推进龙羊湖西
岸生态旅游景区、龙羊峡休闲小镇智慧
旅游平台等建设项目，不断推动生态游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特约记者 高岳）

上门办证有温度 暖心服务零距离

共和县吹响旅游惠民共和县吹响旅游惠民““集结号集结号””

非遗剪纸进校园 文化传承润心田

塔拉滩的绿色蝶变塔拉滩的绿色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