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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湖泊星罗棋布，烟波浩渺；除
了人尽皆知的青海湖、龙羊峡，海南州
黄河支流纵横交错，还有众多自然形
成的湖泊，这些河湖与山同在，阅尽沧
桑波澜不惊，像一首深情的摇篮曲，回
响在海南州的土地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加强河
湖生态修复，完善治理体系，清理整治
侵占河湖突出问题，黄河流域和许多
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
化。

变化源于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
还有海南州各地河湖管理的模式创
新。海南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双总河长，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
专项行动，制定出台海南州第一部地
方政府规章《海南州河道采砂管理办
法》。

截至目前，海南州设立河湖长制
办公室42个，明确各级河湖长665名，
落实河湖管护员852名，实现从“有名”
向“有实”“有能”转变。

九曲黄河，蜿蜒而下，泥沙含量极
高的黄河在贵德段却含沙量极低，河
水清澈无比。过去河湖“四乱”给贵德
县河湖健康带来了威胁。

面对问题，贵德县迅速行动，建立
健全河湖管护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监
督体系，水陆齐抓、治管并举、标本兼
治。232 名三级河湖长和 126 名河湖
管护员切实扛起责任，严格执行巡河
制度，拆除违法建筑、整改非法侵占河
道设施、发动群众清理沿河垃圾，河湖
面貌日渐亮丽。

2022年9月，全州河长制湖长制
工 作 推 进 会 召 开 ， 要 求 各 级 河 湖
长、各成员单位要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充分发挥河湖长制的制
度优势和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作用，紧盯薄弱环节，

采取精准措施，协调解决河湖管护
重大问题。会后全州各级各单位牢
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围绕
目标，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切实
在常态长效上持续用力，促进全州
河湖水质和生态持续改善，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

各级河湖长深入基层一线主动
抓、带头干，把责任放在心里、扛在
肩上、抓在手里，了解掌握河湖情
况，常在河边走、巡河在心中，真正
做到每个河湖都有人管、管得住、管
得好。

共和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总河湖长和副总河湖长，主管副县长
为责任河湖长，相关部门及 11 个乡
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河湖长工作
领导小组，形成组织有力、分工明
确、责任落实、相互配合、齐抓共管、
整体有序的工作机制；贵德县健全完
善“一河一策”“一河（湖）一档”数据
库，建立河湖健康档案，统筹抓好标
准制定、责任落实、督查考核、提请
问责等工作，确保六级河湖长体系落

到实处。
同时，全州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

采取“四不两直”督查暗访机制，深入
一线，加强对落实河湖长制及河湖保
护管理情况的督促检查，及时曝光典
型问题，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切实抓好
限期整改落实工作。

治理河湖，需要全民参与。各地
不定期开展“清洁海南—河湖长在行
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总结推广宣
传在推进河湖长制过程中的好做法、
好经验、好举措，普及相关法律法
规，让河湖管理保护措施、保护意识
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人人关心河
湖、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
的良好风尚。

如今，共和县铁腕治河，昔日的恰
卜恰河倒垃圾的现象不见了，各排污
口垃圾随之消失了；贵德县建成河湖
信息化管理系统，在6条河道重点河段
设置94处视频监控；贵南县茫曲河成
了人们踏青的好去处……让河湖生命
永续健康，美丽海南的图景才能渐行
渐近。 （特约记者 才让本）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连日来，共和县江西沟镇多措
并举备战青海湖旅游旺季，随处可见的志愿者，为青海湖生
态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据了解，为迎接今年旅游旺季到来，自年初以来，共和县
积极整合州、县、乡、村四级工作力量，坚持以点带面、辐射全
域的原则，在沿环湖109国道和青海湖南岸常态化开展4次
环境整治行动。“我们坚持以定岗、定员、定责、定区‘四定’模
式，充分激发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牧民群众参与环境整治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突出群众内驱力，将垃圾清理、环卫
保洁等纳入村规民约，营造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确保让天
更蓝、水更清、草更绿。”共和县副县长元旦才让说。

同时，为打破部门各司其职的固有机制，重塑“一体化”
行政执法体系，今年初共和县成立了综合行政执法局，制定
印发《共和县环湖南岸旅游市场提档升级分片包干工作方
案》，由 13 名县级领导联点 5 个乡镇、21 名乡镇领导联点村
社、74名村社党员干部联点190个责任户，并成立四个片区工
作专班，通过现场驻点办公督办、加强值班值守，加大执法检
查和巡查监管力度。

共和县还成立了环湖南岸旅游整治工作专班，组成4个
工作组，对倒淌河镇、江西沟镇、黑马河镇、石乃亥镇、塘格木
镇辖内宾馆、餐饮、道路、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开展全面摸底
排查。

截至目前，专班共排查民宿、宾馆、餐饮店、农牧家乐595
家；青海湖环湖南岸旅游专项整治道路 40 条，线路总长
584.394公里；停车场21处，总面积42万平方米；旅游公厕32
座；网围栏破损共计9.88万米。

此外，针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共和县坚持边排查边整治
原则，推动整治工作高效推进。一方面，加强对沿线农牧家
乐、民宿、宾馆及餐饮经营户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在环湖
公路沿线增设41处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并对停车场、旅
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元旦才让介绍，共和县将持续细化分解任务，加大工作
推进力度，破解跨行政区生态资源一体化开发、市场主体培
育等发展难题，培育生态旅游景区、景点和产业链，推动环青
海湖旅游品牌化、品质化发展，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青海湖示范区奠定扎实基础。

立夏之初，漫步在龙羊峡库区岸
边，湖水波光粼粼，偶见候鸟翱翔翩
跹，美不胜收。举目望去，一湖两岸水
清、岸绿、景美，让人心旷神怡。

从过去杂乱无序的河岸，到现在
舒适宜人的景区，龙羊峡周边生态环
境的转变是海南州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见证。

这几年，记者采访过不少河长，采
访中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老大难，老
大出马就不难”，说的是地方党政“一
把手”的重要作用。

到各地采访时，记者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场景：一聊治水，河长和管护员
们将数据、案例脱口而出、娓娓道来。

因此，“一把手”“出马”，工作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两年，州
县每次召开与河长制有关的会议、发
与河长制有关的文件，几乎都会有这
样的表述：推动河长制要从“有名”向

“有实”再向“有效”转变。
河长制其实就是责任制，用制度

压实责任是关键。
在考核问责越来越严的背景下，该

州也想出了一些新点子。例如，举办主
题活动，倡导全民共护美丽河湖，进一
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使用“河湖长通App”
巡河；组织志愿者开展志愿巡河护河行
动，传播爱河护河的环保理念等。

“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理念转变。”
这是一位河长的感悟。河长制为什么
近两年得以向“河长治”转变？这与新
发展理念的推进是同步的。新发展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河长制也必将越来
越“有实”。

采访中，很多县乡基层河长告诉
记者，现在县和乡里开会，基本不会再
强调治水护水的重要性，因为干部群
众都明白，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

一弯弯河湖变清，一段段碧道延
伸……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州河湖长
制工作逐步从“有实”走向“有效”。

（特约记者 才让本）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近年来，兴海县温泉乡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点线面”发展新模式，找准奶产业发
展“落脚点”，理清奶产业发展“连接线”，拓宽奶产业发展“服
务面”，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奶产业发展新路子。

找准奶产业发展“落脚点”，聚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的目标，及时成立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多方调研、收集意见等方式，制定《兴海县温泉乡奶产业发展
项目实施方案》，拟定符合实际的奶牛运行管理模式，以长水
村奶站和曲江畜牧专业合作社为辐射中心，带动其他村畜牧
业发展，强力推动全乡优势特色奶牛主导产业提档升级，为
奶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理清奶产业发展“连接线”，以县政府分配的310头项目
奶牛产奶为主线，合作社和牧户自家奶牛产奶为辅线，构建
奶产业发展新格局。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将项目奶牛分
配给合作社和牧户，达到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提振士气、
促进牛奶配送工作的效果。为确保项目奶牛身体健康状况
良好，和养殖户签订了《项目奶牛承包协议书》，就“良性互
动、合作共赢”达成一致意见。

拓宽奶产业发展“服务面”，实施项目奶牛免疫计划，及
时收集、精确指导解决奶牛养殖各类问题，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以项目奶牛和自家奶牛产奶为驱动，积极向奶站
配送牛奶，持续保障家庭收入来源，增强内生动力，同时积极
吸纳更多群众参与牛奶配送工作，走出了一条地方产业发展
和农牧民群众增收的“双赢”路子。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
员 安夸太）时下正值春耕生产时节，在
贵南县茫曲镇沙拉村，村民们抢抓农
时开展春种、春管、翻田等工作，田间
地头一片繁忙景象。一幅春耕画卷正
在沙拉村的田间地头徐徐展开。

“今年我们沙拉村的老百姓，谈论
最多的热词之一是‘土地托管’。”沙拉
村党支部书记何克峰说。

今年在 6622 亩托管土地的基础
上，合作社争取扩大土地托管面积至2
万亩，截至目前已托管昂索和托勒两
个村的将近 9000 多亩地，累计 14000
亩，同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农机服务，
有效降低成本，并辐射带动周边各村
群众增加收入。

“没想到种了一辈子地，如今从种
到收都不用操心，年底还能多收入几
万块钱呢！”聊起土地托管，沙拉村村
民安永喜，脸上绽放着美滋滋的笑容。

农田放进“托管班”，农民有了“田
保姆”。乡亲们种田更轻松的背后，现
代化武装后的农民合作社是有力保
障。如今，合作社里拥有大型收割机
10 台，玉米收割机 1 台，大型拖拉机 7
台，小型拖拉机1台，播种机、联合整地
机等配套机械 3 套，运输车辆 4 台，装
载机 2 台，饲草料颗粒机组 1 套，播种
机 4 台，合作社还开展种植、养殖、农
机、劳务输出业务。

沙拉村集体经济产业主要有种植
业、养殖业、库区水面资源、农机服务、
劳务输出、农产品加工六大板块，村集
体经济收入于 2018 年实现“破零”，
2019年达75万元，2020年突破百万大
关（100.5万元），2021年达到150万元，
2022年累计收入预计能达到220万元，
2023年有望突破300万元，集体经济收
入稳定持续增加。

“按照‘群众自愿、集约经营、收

益分红、利益保障’的原则，采取土地
股份合作的模式对农户进行土地承
包使用权的流转，吸纳农户入股，在
年底按成员股份进行分红，实现土地

‘动起来’到村集体‘富起来’的转
变。”茫曲镇沙拉村驻村第一书记陈
靖说。

如今，沙拉村建立养殖基地、产品
深加工基地，和周边的托勒村、昂索村
成立了产业联盟，持续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同时，粮食储备库、榨油厂以
及饲草料加工基地也投入使用，为村
集体收入翻番加力。

下一步，贵南县茫曲镇将持续为
粮食生产提供政策扶持、技术服务和
项目支持。同时，联合村级集体经济
合作社整合可流转土地，确保农民没
有后顾之忧，加大对粮食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提高种粮效益，让农民
能够安心种粮。

河湖长清让美丽图景渐行渐近

从“有实”到“有效”

土地托管“托”起好“丰”景

温泉乡构建奶产业温泉乡构建奶产业““点线面点线面””发展新模式发展新模式

共和全力备战迎接旅游旺季共和全力备战迎接旅游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