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大通泉湾的泉水来自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口感清爽，优良水质占比达
92.9%，后味带甜，属于纯天然无污染水
源，富含天然矿物质，远超同类水源！”青
海珍露源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更
峰指着摆在记者面前的桶装水、瓶装饮
用水等骄傲地介绍道。

位于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西宁市大
通县，生态环境综合质量位居青海省前
列、西宁市第一。独特的地质结构和充
足的优质水源在这里相遇，形成青林乡
特有的宝藏——泉湾。

因地理位置交通相对不便，冰雹、霜
冻等自然灾害频繁，青林乡发展缓慢，而
这一切从2021年起发生改变……

一瓶瓶一瓶瓶““山泉水山泉水””销往千里之外销往千里之外

6月25日，记者前往大通县青林乡下
阳山村的青海珍露源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前往目的地途中，大片的田野长势
正旺，显眼的两排厂房便是这里有名的

“水厂”。
虽然突降大雨，冷风飒飒，但厂房内

的生产线犹如炎炎烈日一般，工作场景
显得十分火热。消毒冲洗、无菌灌装、贴
标、套袋、搬运、装车……桶装生产线机
器全力运转，不停歇。神情专注的员工
紧盯每一道工序，质检员一丝不苟地检
查着每一桶水的质量，确保每一桶水都
放心健康。

生产线的最后，一桶桶天然饮用水
已堆成一座座“小山”，静待装车分送到
客户手中。

在瓶装水车间，一箱箱专属定制的
瓶装天然饮用水等待送往2300多公里的
辽宁省……

“今年的水销量很可观。现在纯净
水日产量达 5000 桶，350 毫升、550 毫升
瓶装饮用水每小时达10000瓶，15升、12
升、10升、5升一次性桶装水生产量每日
达 1000 桶。”青海珍露源农牧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李更峰向记者介绍。依托
天然水资源和良好的水质，公司的各类
水产品一经上市就广受好评，深受客商
青睐，在西宁的各大超市、商铺、酒店、

公司、学校，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目前，我们已在兰州、西安、西宁等

地设立了我们的销售办事处，我们的产
品得到大家的认可，销路逐步在打开，成
都、辽宁、广东等地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李更峰说。

一瓶泉水打开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之路一瓶泉水打开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之路

李更峰是土生土长的青林乡下阳山
村人。有着经商头脑的他，很早就出去
闯事业，且小有成就。而为何要在村里
开办一家“水厂”？萌生这个念头要从
2020年说起。

“2020年9月送女儿去西安上大学，
那时发现当地的桶装水销量很好，一想
到青海的生态环境在全国数一数二，水
源不仅无污染，水质也很好。安顿好孩
子后，他就去宝鸡市的农夫山泉分厂参
观学习。”李更峰说，我们泉湾的泉水口
感甘甜，经化验各项指标均达标，甚至多
项数值高于国家标准。

“随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大通
县积极推进‘三乡工程’，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鼓励、吸引在外的‘创业能人’返乡
创业，我也响应号召，准备回村创业。”李
更峰说。

学了经验，又有乡政府的支持、村集
体入股……2021年8月，李更峰用之前创
业多年的积蓄返乡开办了现在的公司，
把当地资源转化为优势资本，带领乡亲
们一同走上致富路。

万事开头难。生产出的第一批水，
李更峰选择全部赠送，同时决定采用订
单加零售模式进行销售，县乡政府也帮
助李更峰动用社会资源寻找销路，哪里
有展会李更峰就带着产品去哪里，只要
能将产品推销出去，路途再远、再奔波，
他也在所不惜。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2022年2月投
产至今，各类水产品几乎每天都是满负
荷生产。为进一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
高利润率，青海珍露源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持续优化“单品牌+多产品”销售策略，
公司现已开发出“珍露源”“冰祁连”“大
通河”等多款水产品，涵盖2元到15元价

位，还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瓶装水，精准
定位消费人群。

为了让产品多元化，也让更多的乡
亲能在家门口赚到钱，李更峰在现有基
础上，新上了两条生产线和冷链设备，
推出了特色饮品（沙棘、红枸杞、黑枸
杞）、特色乳制品（酸奶、冰淇淋）、牦牛
肉精深加工等，“通过产品的多元化，希
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里的名特优产
品。”

带农户一起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带农户一起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村
的孩子。不管走到哪里，这里是我的家、
我的根，我想帮助大家和我一起走向致
富的道路。”李更峰言辞恳切。

34 岁的姚银红是公司的厂长，已是
中层管理人员的她，原来也是地地道道
的青林乡下阳山村村民。自从公司成立
以后，姚银红第一时间来应聘，凭着之前
打工经验和自己的努力，从一线员工成
长为厂长。

“我和爱人之前都在外打工，但是家
里的老人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没有人照
顾，如果回来照顾家庭，一个人养活全
家，负担很重。”姚银红说，“自从村里有
了公司，我们村里的不少村民都来这里
应聘上班，这样一来，不仅能在家门口赚
钱，还能照顾家庭！现在我每月能按时
领到5500元的工资，缴纳‘五险’，真正成
了一名上班族。”

受益的除了姚银红，还有不少年龄
偏大的妇女、身患残疾的农户，他们每月
最低收入达3500元，比起之前外出打工
没人要，如今的这份工作让他们都心怀
感激。

李更峰介绍，依托一股山泉而开办
的公司，目前带动周边近40名农户增收，
下阳山村两年的村集体经济分红达6万
元。“随着7月中旬两条新生产线的投入，
新增了附近三个村集体经济入股，同时
将吸纳10名农户成为新员工。”

做好山泉资源利用，发展企业的同
时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户致富渠
道，不仅是李更峰的梦想，也一直是青
林乡党委、政府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具体举措和实践探索。公司
的创办是青林乡实施“三乡工程”、落实
企业兴乡的典型和标杆，也是青林乡创
新发展思路、探寻发展新业态的努力和
尝试。

梦想照进现实，李更峰十分感慨，
“随着公司不断做大做强，更多农户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一起走上增收致
富的道路，有效助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巩固拓展，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记者 张弘靓）

山泉水山泉水““唱唱””起致富歌起致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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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进一步推深做实青海省
林（草）长制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各级林草部门行业指
导职能，提升各级林（草）长履职能力，落实各级党委政
府保护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近日，省林长办公室印发

《青海省“林（草）长助理”工作机制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在全省全面建立“林（草）长助理”工作机制。

《方案》明确，由省林草局“双包五联”干部为各市
（州）、县（市、区、行委）党委政府林（草）长的“林（草）长
助理”，协助各市（州）、县（市、区、行委）林（草）长履职
尽责，推动落实林（草）长制各项工作，做好协助、指导
和服务工作。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机构负责人和各
国有林场主要负责人为同级党委政府林（草）长的“林
（草）长助理”，负责落实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和国有
林场内部林（草）长制相关工作，协助保护地所在地林
（草）长保护发展好本地区的林草资源。全省共落实
249名“林（草）长助理”。

《方案》从强化组织建设、强化责任落实、强化服务
协调、强化考核管理四方面细化制度落实。实行“林
（草）长助理”制度是推深做实林（草）长制、协助林（草）
长履职尽责、强化林草资源保护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
创新，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结合各地实际，落实
好“林（草）长助理”人员和责任区域，建立健全组织体
系，确保林（草）长有助理，助理有责任。

同时，要制定落实“林（草）长助理”工作职责，充分
发挥“林（草）长助理”在林草行业工作中的优势，协助
各级林（草）长落实好国土绿化、资源保护管理、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林
（草）长助理”要及时掌握林（草）长制相关政策规定，主
动作为，主动服务，发挥林草专业优势，协助、服务好同
级党委政府林（草）长履职尽职，积极向同级林（草）长
反映林草资源保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协调研
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各项林草重点工
作落实。

此外，省、市（州）、县（市、区、行委）级林长办要
将“林（草）长助理”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林
（草）长制实施运行”进行考核，确保国家公园及各类
自然保护地、各国有林场等重要生态保护区域林草资
源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瑜）记者27日从省医保局获悉，我
省持续推进医疗保障领域“放管服”改革，结合学习贯
彻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活动，紧盯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依
托“掌上办、码上办、即时办”，让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更
有“医靠”。

掌上办掌上办！！医保服务有力度医保服务有力度

围绕群众异地就医的“痛点、堵点”问题，省医保局
持续提升群众医保办事体验，坚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不断拓展备案渠道。参保人员可通过国家异地就医备
案微信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青海医保APP、
12345电话备案或参保地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
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2023年1月至6月，我省参保
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数达9.48万人，其中跨省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备案人数为4.88万人，跨省临时外出就医
人员备案人数为4.6万人，直接结算率持续上升。

码上办码上办！！医保服务有速度医保服务有速度

自2021年2月开通普通门诊异地结算业务以来，
省外普通门诊、购药业务快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我
省参保人员在外省普通门诊直接结算人数达52.79万
人，医疗总费用1.63亿元，基金支付总额1.3亿元。我
省所有定点医药机构面向全国开通了异地就医普通门
诊直接结算业务，外地来青人员均可使用电子凭证进
行直接结算，结算人数为 5881 人，医疗总费用 190.38
万元，基金支付总额153.88万元。同时，参保人员“刷
卡即备案”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即参保人员进行跨省异
地就医普通门诊、零售药店购药业务时视同备案。

即时办即时办！！医保服务有温度医保服务有温度

省医保局持续加强信息化建设，“同城双活”数据
中心建成使用，全面取消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和“两定”
机构互认机制，实现“一卡通全省、省内无异地”，与全
国31个省份6.88万家医疗机构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业务，群众异地就医更加方便。异地长期居住或临
时外出就医的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后，可在就
医地开通权限的定点医疗机构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服务，实行跨省转诊就医人员住院费用不下浮报销比
例的政策，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可双
向享受医保待遇，无须往返办理，极大地减轻了参保人
员垫资、跑腿负担。

我省新增249名林（草）长助理

我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

持续上升

本报讯（记者 罗延京）6月的刚察草
原，苍翠欲滴，绿草如茵，迎来了一年中
最美的季节。今天，“诗和远方”如约而
至，最美的刚察草原以诗会友，迎来了一
位位大美青海的朋友，他们以诗歌之名，
共赴大湖之约——2023 年青海湖诗歌
节。

6月28日，2023年青海湖诗歌节开幕
式在海北州刚察县举行。本次诗歌节以

“在全球生态语境下的诗歌写作与诗人的
价值立场”为主题，创新设立诗歌征集全
民参与活动，并通过中外诗人在青海的现

场研讨和采风，与本地民众的互动交流和
分享，以诗歌的艺术形式，展现青海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贡献，展现青海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促进青海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助力青海文
化旅游名省建设。让诗与国际相融，通过
诗境与诗心共情，进一步增强青海湖诗歌
节的综合影响力；让诗与群众相融，提升
群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力争将青海湖诗
歌节打造成为中外诗人与青海人民共享诗
歌艺术的文化盛会。

据悉，本次活动包含 2023 年 1573

金藏羚羊诗歌奖颁奖典礼、主题研讨
会、诗歌朗诵会等，用诗歌、散文、画
作等作品传递青海之美。相较以往，本
届诗歌节将更加注重群众的参与度，通
过多场诗歌朗诵会，最大限度利用公共
文化场所特性，方便更多普通群众亲身
参与感受诗歌文化的浓郁氛围。

青海湖诗歌节是中国诗歌学会与青
海省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一个文化品
牌，创办于200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
累计1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中
外诗人参加。

“诗和远方”如约而至
2023年青海湖诗歌节开幕式今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