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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
隔着老远就能闻见咔瓦嘎蕃藏餐厅里飘
出的浓浓奶茶香，只见，灶火上店主陈南
昂毛正熬煮着一大锅奶茶。

90后夫妻李新财和陈南昂毛自2019
年起开始在村里做藏餐，起先只有村里人
光顾，慢慢地市区客人也多了起来。看准
时机，夫妻俩把店铺搬进村里的特色商业
街，希望能在旅游季多接待一些外地游
客。

2004年从长江源头沱沱河畔搬迁下
来。从山上到山下，从游牧到定居，陈南
昂毛一家亲身经历了搬迁前后的生活巨
变。

“山上海拔很高，生活很艰苦，只有牛
羊，那时候上学要走几天才能到学校。现
在啥都好了，上学、看病，就连挣钱都方便
了。”陈南昂毛说，起初夫妻俩都在市区打
工，虽说收入不错，可难免顾不上家里的
老人小孩。

后来村里陆续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在
厨师培训班学了两招的夫妻俩索性辞了
工作回村创业。

行走在长江源村藏式风情特色商街，
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藏式餐吧、藏
饰商店、茶馆、民宿……白墙红瓦的藏族
民居里，店铺一家连着一家，笔直的硬化
路串起了长江源村的特色名片，丰富的乡
土文化与现代经营为乡村振兴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深情浸润的种子已收获希望的果实，
长江源村人怀揣梦想，用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的动力更加强劲。

自主创业的浪潮影响的不仅仅是村
里的年轻人，紧邻陈南昂毛家餐厅的，是
59岁的贡阿拉毛经营的茶馆。

除了经营传统酥油茶，近些年火起来
的罐罐茶也是贡阿拉毛家的招牌。

“除去每月 800 多元的房租，一个月
下来挣个 3000 多元没问题，比在城里打
一份工挣得还多。”虽年近 60，但贡阿拉
毛每天都神采奕奕。

产业兴，村民富，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自2018年确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试点村以来，长江源村始终奋进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最前沿。

尼夏是村里最早一批创业带头人，在
村里有一家藏饰商店，作为村里引领时尚
潮流的“领头人”，尼夏时常前往外地进
货，因此她家的生意也就格外红火。

去年，看到乡村旅游商机的尼夏拿出
这些年做生意所得的全部积蓄，投资 50
万元在村里修起了民宿。

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集体经济
的收入也蒸蒸日上。

“这两年，我们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有效形式，从牛羊肉加工着手，
以生态绿色牛羊肉加工销售基地为依托，
形成了从货源、加工到销售的产业链，进
一步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据介绍，去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38万元，村集体经
济也从2017年的20多万元，增加到了现
在50多万元。

长江源村的喜人变化，折射出的正是
我省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乡村产业振
兴的显著成效。这个移民新村，正挥动着
乡村振兴的大旗，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特约记者 马振东 陈赟业）

长江源村：村美民富幸福来
夏日的高原，凉风习习。从德令哈市市区向

西南行进 1.3 公里，沿着柏油马路穿过一排郁郁
葱葱的密林，河西街道办事处甘南村便呈现在眼
前。

沿着道路来到甘南小区一期，一幢幢住宅楼整
齐而立，街巷靓丽整洁，设置在小区的大型幼儿园、
商超、饭店、菜铺里人来人往，路边的亭台桌凳旁不
时有村民悠闲休息……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德令哈
市典型的城中村。

甘南村位于德令哈市区南部，村域面积1.5平
方公里，由3个社组成，共有610户2105人，主要以
种植青稞、小麦为主。和以往印象中的农村不同，
这里整齐布置的栋栋高楼、四通八达的柏油大道、
楼栋间绿意丛生的绿化景观带，以及热闹繁忙的商
业功能区，都让人耳目一新。

“看我们的村子阔气不阔气，和城里的小区没
啥区别！”健步走来的村党支部书记史正魁骄傲地
说，他向记者介绍道：“2016年，在党和政府的扶持
下村里实施了城中村改造项目，自那以后，村里家
家住进了新楼房，家家有了新产业，日子过得一天
比一天好。”

近年来，甘南村在德令哈市城中村改造项目的
基础上，对村里的基础设施进行了配套升级，村民
养老、就业培训、幼儿教育、物业管理等得到整体改
善。

本报讯（特约记者 刘法营 张洪旭）
海西州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推动
经济发展全面恢复、提质增效，继实现今
年首季“开门红”之后，持续向时间任务

“双过半”发力，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动力、出活力。

为给经济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今年，海西州进一步强化政
策落实落细中产生的激发效能，通过坚

持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进一
步规范市场准入，完善公平竞争机制，打
破各种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为良性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巩固深化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成果，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
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倾力推进新一轮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并围绕增强国
有资产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推动国资监管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

变。以加大纾困帮扶力度，瞄准民营企
业发展面对的堵点、难点、焦点，助力民
营企业破解难题、焕发活力，促进民营经
济在高质量发展中作示范、争排头。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严格落实
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深
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综合
医改，强化疾控体系改革，推动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走向纵深。全面落实医保制度
改革，有效化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以改革之效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
担。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通过推动财力
下沉，完善阶段性财力补助机制，兜牢基
层“三保”底线，为基层发展打牢了根基。

对外开放筑起新台阶。借力融入“一
带一路”，加快格尔木陆港型枢纽承载城市
建设，培育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努力使进出
口总额增长20%以上。实施“走出去”战
略，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尼贸易
陆路通道建设，加强中欧、南亚班列货源和
线路组织，支持企业采用公铁联运、铁海联
运开展进出口。鼓励一般消费品进口，建
设进口商品直销平台，并通过打造利用外
资的良好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关键一招””走活高质量走活高质量““棋局棋局””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莎莎 马彩萍）格尔
木陆港园区不断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稳步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
作，累计落实中央预算内及债券资金基础
设施项目17个，目前，园区建设有力有序
推进。

据悉，格尔木陆港园区稳步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精心梳理项目，争取资金支持，
加强项目要素保障。目前，已累计落实中
央预算内及债券资金基础设施项目 17
个，中央预算内资金2.4亿元、省级预算内
资金0.3亿元、债券资金4.1亿元。综合物
流园已入驻企业6家，累计完成投资12.81

亿元。
园区重点项目兴华源多式联运及冷

链仓储物流信息中心项目正在抢抓有利
工期，抓紧施工，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该
项目是海西州及格尔木市重点物流项目，
项目占地约600亩，总投资4.5亿元，规划
建设物流仓储、综合配套、特色博览三个
板块。项目将以服务于当地产业集群和
区域间商贸往来为目标，以区域分拨分销
和供应链集成服务为核心，以多式联运物
流和货物集散为基础，以商务服务和产业
服务为配套，集聚区域内冷链、农产品等
多项专业物流资源。据介绍，项目分三期

建设，分三个板块、七大功能区建设，后期
的发展就是通过格库、格敦铁路融入南向
通道，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目前，园区内华明建材、昆仑物流、百
路通物流园、金路通汽车产业园等四个项
目建成投运。青新藏（格尔木）国际陆港
商旅物流中心项目一、二、三期主体工程
已完工，预计今年 11 月投入运营。格尔
木昆仑国际商贸物流园项目主体钢架已
全部完成。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和完善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积极加
快项目前期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全
力加快推进格尔木陆港园区建设。

格尔木陆港园区建设有序推进格尔木陆港园区建设有序推进

甘南村破茧成蝶舞翩跹

家住甘南小区一期的李应梅生活在这里已经4
个年头有余，陪着孙女在小区院子里玩耍的她，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如今李应梅一家居住在140
平方米的新房里，没搬过来之前，一家几口人还挤
在砖瓦房里，烧煤取暖、公用旱厕，设施条件很简
陋。

水系整治、绿化布置、路网贯通、停车敞篷……
伴随甘南村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线的乡村振兴脉
络的徐徐展开，一项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继落
地。如今，村子环境焕然一新，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小区环境好了，村民住在楼房里也更加顺心了，生
活质量跟着提高。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甘南村将“城中村”区位发展“劣势”变成“优势”，突
出城乡融合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中坚作用，谋划了
一批接地气的集体产业发展项目。

甘南村具有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优势，通过认
真分析资源禀赋，村里把产业发展的重头戏放在了
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上，将闲置“库房”进行资源转
化，让“死资源”变成“活资产”，增强村集体经济“内
生”动能。

自从村里把这些闲置的房子出租出去后，一
条步行街渐渐热闹起来，村民蔡寿山的“发面馍馍
铺”便位于这条商业街，他家的生意也越来越红
火。

小区商业街仅仅是甘南村众多产城融合发展
项目的缩影。房屋租赁、培训场地租赁；优化“合作
社+合作社”模式；打造农民工产业技术培训基地以
及围绕家政服务行业与村“两委”班子谋产业、促发
展，在城市服务上做文章……仅2022年，全村各类
集体经济收入已达102万元。

村容村貌破旧不堪，产业发展一穷二白，这是
过去的甘南村。

小区环境宜居宜业，乡村振兴如火如荼，这是
现在的甘南村。

“安置村”已破茧成蝶！
（特约记者 苏烽 闻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