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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防沙治沙 戈壁荒漠披绿衣
蓝天下，一棵棵挺拔的杨树、柳树拱卫

着房舍农田，一望无际的沙柳和柠条、不知
名的野花萦绕着村庄，与远处起伏的沙海
相映成景。

沙珠玉，位于海南州共和县中部、塔拉
滩沙漠边缘，距离省会西宁只有 180 多公
里，这里曾是黄河上游风沙危害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过去风大、沙多，百姓日子苦，靠砍挖
‘砍巴’和‘荚荚草’的根茎当柴火，这些固
沙植物越来越少，更加剧了生态恶化。”共
和县退休老干部杨新林介绍，20世纪50年
代，沙珠玉九成草场已沙漠化，有的村庄不
得不整体搬迁！

退无可退，从那时起，沙珠玉人开始绝
地反击。对他们来说，造林治沙，是一场用
性命与风沙所作的生死搏斗。

70多年来，沙珠玉人营造起18道防风
林，层层叠叠的树木，硬生生将狂风顶住、
逼沙丘后退。到2020年年底，沙珠玉乡共
培育公益林 17.9 万亩，沙漠化土地面积占
比从90%以上降到12.3%！

沙珠玉的变化是一代代海南人民艰苦
治沙、绿化家园的缩影。

近年来，海南州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
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在塔拉滩规划面积为609平方公里光伏
产业园区，太阳能光伏板覆盖面积超过300
平方公里。由于大面积光伏板的遮挡，塔
拉滩风沙小了，土壤水分蒸发量大大降低，
加之清洗光伏板的水相当于不定期“浇
水”，光伏板下的荒漠化土地日渐绿意盎
然。监测数据显示，与光伏园区建设前的
平均值相比，目前塔拉滩风速降低了50%，
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30%，植被盖度也恢复
到80%以上。

在探索推进光伏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
发展模式，既能带动开展牧草、特色农产品
种植及畜牧业养殖，实现“光伏+”新型农业
的多赢模式，也能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获
得感和满足感。

“现在牧草肥美，母羊奶水足，生下的
羊羔也特别健康。”共和县下合乐寺村5社
的村民马有福，受雇于村里的养殖专业合
作社，从2020年8月起，他和妻子负责放牧
合作社的1000多只羊。两个人一年的放牧
工资有7万元。 马有福说，现在能靠放羊
过日子，还是沾了光伏电站发展的光。“没
有光伏电站的草场，村里的合作社根本不
敢养这么多羊。1000多只羊，一个月光饲
料就得10多万元。”马有福说，去年，养殖合
作社给村里创收近10万元。

一排排光伏板就像是塔拉滩上生长的
“铁杆庄稼”，给当地群众培育出了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通过马有福的变化不难看
出，生态环境的向好发展是最普惠的民生，
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如今，塔拉滩生态治理面积达到31.1
万亩，共栽植青杨、棉柳等树木共129万株，
原生植被的覆盖面积也从治理前15%达到
了 65%，塔拉滩绿化面积达 300 多平方公

里。该蜕变得益于一个关键因素：在生态经
济的牵动下，州委州政府基于对“三个最大”
重大要求的深入落实和省情的再认识，奋力
推进“一优两高”战略，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思路，聚力建设“生态海南”，打通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通道。

作为青海省生态保护任务最为艰巨的
地区，海南州拥有将近70多年抗击风沙的
光辉历程和治沙经验。难能可贵的是，涌
现出的治沙精神历久弥新，红色精神永放
光芒。

海南州各族儿女从波澜壮阔的治沙实
践中，凝练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迎难而
上”的治沙精神，无数党员干部在各条战
线、各个领域，成为新时代治沙精神传承
人。展望未来，会有更多的海南人将在更
深层次、更广领域践行“两山”理念，不断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增值通道，
打造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的海南样
本。 （特约记者 肖玉珍）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日，农业
农村部公布首批20个全国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贵德县河阴镇童家
村、张家沟村、邓家村名列其中。全国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级典型怎么“落户”到
贵德？上榜村究竟示范了什么？记者走进
几个典型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驱车行驶在张家沟村，排排房屋错落
有致，条条村路平坦洁净，道路两侧垃圾桶
摆放有序，一幅生态美、村庄美、生活美、乡
风美的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原来村里道路老化，坑洼不平，农用
车拉点东西根本不能走，出行非常不便。”
张家沟村妇联主任赵建华说，现在村里道
路铺了柏油，每条胡同都干净整洁，环境卫
生有专人负责，村道两旁种了花卉，村容村
貌大变样，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实惠。

在童家村村委会广场，我们遇见了正在

散步的村民张春，他手上拎着一袋生活垃圾，
路过的村民都笑着跟他打招呼。村里人都知
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经常主动参加各类志
愿活动，就连散步都拿着一个袋子，方便捡拾
村里的垃圾。张春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
仅仅是句口号，更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童家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文武军说，村
里提升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乡风文明素
质也得到很大改善，像张春这样的村民还
有很多，大家主动维护周边环境，积极参加
志愿服务，村民对生活越来越满意。

让生产资源实现最大节约化方面，童
家村和邓家村给出了准确答案。在有效整
合资源的同时，童家村、邓家村实现农机农
具共享，在充分发挥土地集中连片优势的
同时，将农机高效率、节成本、省人工的生
产方式融入饲用玉米种植各环节，达到资
源最大化利用。对于土地整理、施肥、覆

膜、浇水、除草、收割、残膜回收等需要人工
的田间管理环节，3个村党支部、村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通过将各村劳动力集中起
来，按照工作效率和各环节实际进度统一
调配，逐村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在提高各环
节工作效率的同时又增加贫困群众稳定增
收，实现了“高效率、稳增收”的双赢。

“抱团发展才能走得更远！”邓家村老
干部杨世英对此也深有体会。“以前几个村
各自发展，发展好的快步走，发展差的却一
直追不上，三个紧挨着的村子，差距居然这
么大。现在好了，几个村的领头人办法多，
作为老干部，看着村子的人们一天天富起
来，我打心眼里高兴！”

如今，童家村、张家沟村、邓家村经过
多年发展，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不但村容
村貌日新月异，村民钱袋子越来越鼓，更可
喜的是村民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贵德县：三村“抱团”绘出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本报讯（特约记者 肖玉珍）旅游景区游
客如织，牧家乐里欢声笑语……今年“五一”
假期，海南州“旅游味浓”“烟火气足”，丰富
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消
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从海南州文体旅游
广电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州共接
待游客近60万人次，收入17482万元。

“五一”假期前四天，全州接待游客48.8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4亿元，分别是
2022年的10.3倍和8.69倍，按可比口径计算，
分别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40%和121.8%。

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4 月 30
日，在青海湖边，一辆辆旅游大巴穿行在公
路上，载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这里的美
景；景区内，游客在湖边欣赏美景，时而用
手机、相机记录着水鸟嬉戏的和谐画面。

已经是第三次来青海湖游玩的西安游客索
先生说，他和家人是从陕西自驾来青海游
玩的，青海湖是他一直向往的美景之一，这
里的生态环境让人觉得清爽、宁静，能使忙
碌的上班族放慢脚步感受大自然的美。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了解到，“五一”假期
首日，青海湖接待游客达1.3万人次，这也是4
月以来游客最多的一天。同样，在共和县龙
羊峡镇后菊花村九曲里景区内，景区负责人
方栋已经忙得“团团转”。尽管才10点钟，但
方栋已经在为中午接待游客作着准备，“今年
生意太火爆了，有时候还要提前预约。”

记者看到，虽然各个景区人流量大，但
秩序井然。停车场管理人员引导车辆有序
停放，售票、检票工作细致高效……景区工
作人员分工有序，努力为游客提供更加舒

心安心的旅游服务环境。为做好今年“五
一”假期的旅游服务工作，节前，海南州召
开了迎战“五一”旅游高峰暨青海湖旅游市
场规范整治工作会议，加强旅游市场检查
和综合整治，严格落实应急预案，及时整改
安全隐患。

假期期间，涉及旅游行业的主要部门
干部带队前往各景点值班值守，做好相关
服务保障工作。全州各地共组织千余名文
旅志愿服务者走进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
处，为游客提供文明引导、宣传推介、秩序
维护、应急救援等贴心服务。在全州各县
市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州文化和旅游市
场保持了安全稳定态势，文化和旅游行业
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负面舆情和重
大旅游投诉，文旅市场秩序平稳。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近日，海南州人民
政府主办的“高原牦牛下江南·海南州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推介会”在苏州举行，来自海南州的多种农
畜产品亮相苏城，为苏州市民带来“高原味道”。

推介会上，纯正蜂蜜、精品藏羊、新鲜三文
鱼……海南州的特色农畜产品整齐陈列供苏州
市民评鉴、选购。推介会现场，各摊位前人流如
潮，一些特色产品受到苏州市民的广泛青睐，摊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青藏高原的牦牛奶，
风味足价格也实惠，450 毫升 1 瓶的鲜牛奶、藏
酸奶售价都是 10 元，230 毫升 1 瓶的鲜牛奶售价
5 元。”朱女士在品尝牛奶之后买了两瓶，她表
示，这个牛奶比平时喝的奶味要足，买回家给家
人品尝一下。

另外，本次推荐会还开启了线上直播同步售
卖“天路飘香”系列特色农牧产品，赚足线下目光、
线上流量。展销台上，主播依次介绍本次推介会
的特色农牧产品，枸杞、蜂蜜、食用菌、牦牛肉等品
牌特色的农畜产品被加入购物车，让更多人足不
出户就可以购买品尝到来自圣洁海南的风味。

海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王学军在开幕式上表
示，海南州是青海省农畜产品西进东出的重要通
道，州内农牧业资源富集、资源优势明显、地域特
色鲜明。近年来，在江苏省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
持下，在江苏援扶单位鼎力相助下，海南州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建设必将结出累累
硕果。希望江苏省兄弟市县继续加强与海南州的
交流、交往、交融，共同浇灌“友谊花”、共同续写

“江海情”。
活动现场，海南州四家农副产品企业与江苏

当地企业举行了签约仪式，共达成4项协议，包括
海南州乡村振兴绿色产业发展园与南京扬子慧民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海南州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推广协议》；青海亘珠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与江苏众佳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海南州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广协议》等，协议签约后，将
形成长期合作机制。

本报讯（通讯员 同组宣）近年来，同德县以党
建为引领，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保障，强化队伍建设，为全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
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坚持“引聚”结合，集结各类人才投身乡村一
线。该县立足重点项目、重大任务、重点工作，紧
紧依托昆仑英才、校园引才、人才洽谈会等省州优
质引才平台和东西部协作资源，采取“项目+人
才”、柔性引才等方式，积极引进旅游发展、生态保
护、城市规划，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急需人才，有效
破解制约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瓶颈。

坚持“育用”融合，提升乡村人才队伍服务功
能。通过分门别类建立乡土人才库，梳理掌握创
业愿望、知识短板、能力缺项，引导本土致富能手、
能工巧匠、文化传承人在乡村产业发展、文化振
兴、基层治理等领域贡献力量。大力实施高校毕
业生基层成长计划，持续推进34名选调生到村任
职、11名“三支一扶”“青南计划”工作人员到基层
开展服务，多渠道、多方式引进乡村振兴发展急需
人才。着眼解决乡村一级党务政务服务信息化水
平不高的实际问题。

坚持“重留”契合，着力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
境。扎实开展“优秀本土人才”“优秀创业大学生”
评选活动，充分发掘、大力宣传乡村人才典型事
迹，落实好县级领导干部联系优秀人才制度，充分
激发乡村人才活力，制定出台《同德县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人才工作实施方案》，在制度上提供保
障，持续强化乡村人才振兴的保障措施，营造公平
公正、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切实厚植起乡村人才
发展沃土，形成优秀人才在基层一线担当作为的
社会氛围。

60万人次游海南，这个成绩很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