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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热贡唐卡因
发祥于我省黄南州同仁市隆务河畔的热
贡地区而得名，是热贡艺术的典型代
表。过去，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等因
素，热贡唐卡长期处在“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状态。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推动
下，更多群众参与其中，热贡唐卡这一独
特的绘画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

龙树画苑于 2013 年建成运行，是当
地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传习中
心。随着热贡唐卡知名度的不断提高，
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也越来越多。
十年来，龙树画苑累计培养760名热贡唐
卡艺人。其中，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
的有百余人，普通学员的年收入在4万元
到5万元。当人们走进这片“金色谷地”，
可以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从事着唐卡
创作。在隆务河畔，聚集着众多技艺精
湛的画师。在远离世俗的繁华之外，他
们画笔下的世界却多姿多彩。打磨布
面、研制画料、着色、晕染、勾线……唐卡
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画师的专注
力和耐力。

热贡艺术在2006年和2009年先后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来，当地政府积
极推动热贡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目前，

在同仁市十万多居民中，有超过两万人
正在从事热贡绘画工作。随着热贡唐卡
传承保护工作不断发展完善，已形成村
落、家庭、传习中心、高校多渠道传承的

格局。艺术的生命不仅仅在于传承，更
要在传承中发展。如今，热贡唐卡已走
出雪域高原，古老的唐卡艺术正在焕发
新的蓬勃生机。

本报讯（通讯员 同仁宣）5 月 8 日，
同仁市“品热贡艺术·寻乡愁记忆”青
甘川晋 300 家摄影旅行社及网络达人

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热贡广场隆重举
行。

据了解，举办此次采风活动是推

动同仁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
一，也是一次文化展示、旅游宣传的盛
会，更是一次合作交流、创新发展的机
遇。此次采风活动由“品热贡艺术·寻
乡愁记忆”主题短视频创意作品比赛、

“品热贡艺术·寻乡愁记忆”主题摄影
大赛、“热贡‘影’记·重归乡土”主题摄
影及短视频展览会等系列活动组成，
是同仁市走进热贡“5·19 中国旅游日”
主题系列活动之一。5 月 8 日至 9 日，
活动集中利用两天时间组织了 300 家
摄 影 旅 行 社 及 网 络 达 人 赴 江 龙 农 业
村、隆务寺及扎毛乡芊桑别院等景点
观光采风，深入体验民俗文化，通过山
水与镜头的邂逅，创造多方面合作发
展的商机。同时为同仁文旅品牌建设
提 供 了 线 上 线 下 联 动 的 整 合 传 播 服
务，全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让文
旅“活”起来，“热”起来，为不断提升同
仁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全力
打造青海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东
南门户”提供了契机。

本报讯（通讯员 泽库宣）连日来，泽库县紧盯脱
贫群众及重点监测户各项体系指标，强化构建基层
网格化工作局面，细化“两不愁三保障”及乡村振兴
工作各项措施，创新“1810”盯村抓户工作法，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

据了解，“1个根本”全面构建精细化管理体系，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一
个根本，全面实行基层精细化管理工作责任制；“8
项工作指标”紧盯村级排查工作，以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集体经济、人居环境、项目建设、资
产管护、乡风文明等8项指标八个方面36项内容，分
解村级排查工作，每半年为一次排查周期，包村领导
和包村干部俯下身子、深入到村（社区）进行比对排
查，收集汇总相关情况，针对如何发现问题和如何解
决问题，根据风险问题的轻重缓急，建立“红黄蓝”
风险化解工作机制；“10项政策保障指标”精准抓好
牧户检测工作，围绕牧户收入、医疗保障、住房安
全、人居环境、产业、就业、教育等 10 项政策保障指
标，按照台账确定重点关注户，组织村社网格员进村
入户，通过查看居住地、查阅资料、与牧户及邻居交
谈等方式，详细了解牧户“两不愁三保障”及安全饮
水、家庭基本情况、成员信息、健康、教育、收入、产
业发展、就业等情况，开展过渡期政策宣传和群众教
育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河南宣）近日，河南县《退化草地
免耕补播与放牧优化综合调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正式启动。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90 万元，实施期限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由河南县草原工作站主持，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协助完成。项目主要对河南
县优干宁镇轻度、中度及重度退化草地采用前期
免耕补播条带混播模式，后期结合放牧时间优化
管理调控技术，提升草地盖度和优化草地利用。
依托该项目，河南县将完成推广示范恢复草地面
积 1680 亩、提交《高寒不同类型退化草地免耕补播
与放牧优化综合调控技术模式》1 套、发表相关论
文 1 篇至 2 篇、登记青海省科技成果 1 项、县乡级生
态恢复与放牧管理等现场宣传和媒体宣传 2 场至 3
场、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3 名至 5 名及培训牧民 200
人次。通过退化草地免耕补播与放牧优化综合调
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高牧民
群众参与草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
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近年来，河南县草原工作站以草地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坚持“全面保护、生态优先、突出
重点、持续发展”的方针，立足草地资源保护管理与可
持续利用需求，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开展草地
保护、恢复与治理，着力改善草地生态环境，维护草地
生态系统平衡，恢复草地功能和草地生物多样性，提
升草地生态承载能力，推进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和青藏高原绿色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建设，勠力实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纯净美丽幸福河南贡献草原
力量。

河南县：

又一草原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尖扎宣）五月的尖
扎，碧水丹山、树木葱茏……5月6日，尖
扎县以“保护黄河鱼类资源 共创尖扎碧
水蓝天”为主题的 2023 年黄河上游尖扎
段渔业资源养护暨增殖放流活动在昂拉
乡联合水产码头举办。

当天在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
指导和群众的热情参与下，共同见证
了 20 万尾花斑裸鲤鱼苗放流黄河，为

尖扎段黄河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
的生机和活力。此次放流活动尖扎县
公 证 处 公 证 人 员 全 程 进 行 了 现 场 公
证。

据了解，近两年来，尖扎县通过人
工增殖放流，黄河水域土著鱼类种群
数量明显增多，进一步改善了水生生
物种群结构，修复了黄河尖扎段水域
渔业资源，为推进全省绿色渔业可持

续发展贡献了力量。通过开展此次活
动，进一步扩大了增殖放流活动的影
响力，在全社会营造了保护渔业资源、
爱护水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青海
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尖扎县农牧和
科技局、青海联合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相 关 负 责 人 及 昂 拉 乡 德 吉 村 村 民 代
表、企业代表、志愿者等共 60 余人参
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年来，黄
南州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决策部署，紧贴实际
需求，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有
特色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面，大力提升
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
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黄南州将瞄准
群众多样化养老诉求，建设特色养老服
务项目，提升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水平，扩

大服务半径，让周边村（社区）有服务需
求的老人都能享受到服务；将不断强化
为民服务意识，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
老年人满意为目标，用心用情用力为老
年人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提升老年人
幸福感；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发挥敬老
院供给多样、贴近群众的综合优势，加强
失能、半失能老人保障服务工作，积极解
决更多老年人照护需求，为周边村（社
区）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膳食供应、休
闲娱乐、保健康复等形式多样化的养老

服务；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聚焦老年人
实际需求，大力推广社区嵌入式养老机
构、老年活动中心、医养康养结合敬老院
等发展，积极发挥农村互助幸福院、日间
照料中心、幸福食堂等机构作用，调动老
年人积极性，让他们真实感受到老有所
依的幸福感；将充分利用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工作及社工站工作宣传、推广养老
服务优势，各市县总结交流推广典型经
验做法，不断培育优秀养老服务品牌，打
造出养老服务的黄南样板。

黄南：让热贡唐卡走出雪域高原

大型采风活动让同仁文旅大型采风活动让同仁文旅““活活””起来起来““热热””起来起来

尖扎县：20万尾花斑裸鲤鱼苗放流黄河

如何打造养老服务样板？黄南在行动

泽库县：

盯村抓户工作法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