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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萍 通讯员 贺永
魁）光伏发电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
径，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门
源县，光伏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正日益
紧密，依托政策带动和市场化运行，成为
稳定脱贫户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
支撑产业。

走进门源县北山乡沙沟梁村，一排排
整齐的光伏发电板“嵌”在草场上，在阳光
的照耀下十分壮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据介绍，位于沙沟梁村后山的门源
县富源扶贫光伏电站是由门源县 44 个
退出贫困村的财政扶贫资金投资建设
的，总投资为 6862.6918 万元，其产权归
属 44 个村集体所有，沙沟梁村也是其中
之一。

为解决44个贫困村贫困户稳定脱贫
及村集体经济持续稳定增收，2018年门源
县积极响应青海省“十三五”光伏扶贫规
划，立足优势资源，抢抓国家政策机遇，开
始建设海北首个光伏电站，历时一年并网
发电，让全县脱贫村吃上稳定的“阳光
饭”。

截至目前，历史累计发电 5872.23 万
千瓦时，发电收益达3232.99万元，已拨付
到全县44个退出贫困村光伏发电收益为
3104.64万元，解决了704名建档立卡脱贫
户公益性岗位工资，最高工资达到了每月
2400 元/人。自此，光伏产业成为这一片
土地上群众的钱袋子，成为脱贫户实现稳
定脱贫致富的强大助力器。

“光伏收益设置了公益性岗位，为脱

贫攻坚提质增效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从源
头上筑起发生贫困的‘截流闸’和‘拦水
坝’，扎住了防止返贫的风险口，真正实现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双赢’。”门源县乡
村振兴局副局长马钧表示。

在享受到光伏带来的“红利”之后，
2020 年沙沟梁村“两委”与当时正好亲身
体会到这份“红利”带来增收喜悦的贫困
户和党员群众一拍即合，立即召开村委
会、村民大会商议决定以现有县级光伏电
站为载体，切实发挥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
集体经济资金作用，以 29.9376 万元为总

投入资金，在沙沟梁村旧党员活动室旁的
空地处，建成由162块组件组成的总容量
为 71.280 千瓦的光伏电站，取名叫作“金
屋顶”光伏项目。

按照门源县光照时长计算，该电站
日均发电量为360千瓦时，按每千瓦时电
量收益价格为 0.32 元计算，日收益 115
元，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 4.2 万余元。
截至目前，沙沟梁村共聘用 15 名脱贫户
作为光伏电站长期公益性岗位保洁员，
为村庄日常保洁和农村物业公司运营注
入新的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刚察宣）为宣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刚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近日，刚察县残联在湟鱼家园坛城停车场举
行“阳光辅具共享小屋”启用仪式。

作为一类新型的共享辅具租赁方式，刚察
残疾人联合会实施的“共享辅具小屋”项目在海
北地区尚属首例。共享辅具小屋占地小、构建
环保，共享辅具租赁系统操作快捷方便，只需手
机扫码即可免费使用，可以 24 小时最大限度地
服务广大残障人士及需要辅具的各族群众，帮
助特殊群体能够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参
与社会生活，共享新时代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确
保刚察残疾人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协调同步发
展。

揭牌仪式结束后，刚察县残联现场为有辅具
需求且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集中发放了儿童轮
椅，出席仪式的领导和现场群众观看了辅具租赁
方式方法的讲解和演示。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文年）近日，首届
甘新蒙青“四省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联
盟大会在甘肃敦煌举行，海北州与联盟成
员城市共商共建共享文化旅游发展，共同
打造甘新蒙青西北旅游大环线，共同培育
区域文化旅游品牌，建立区域文化旅游合
作机制。

联盟大会上，“十二城”文旅部门分别
推介了各自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签订了
合作备忘录。根据合作备忘录，“四省十
二城”将建立跨省合作机制，在东道主城
市联动开展系列活动，各市、州、盟所属县
（市、区、旗）相互签订跨区域文化旅游交
流合作协议，加强品牌共建、客源互送、市

场互动、资源共享等方面合作。将深度融
合文旅业态，加强旅游行业协会、文博场
馆、星级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文化创
意企业等之间的交流合作。将携手打造
线路产品，深化产品线路连通，构建旅游
大环线，畅通旅游微循环，共同致力主题
游、精品游、深度游以及文化遗产、户外运
动、自驾探秘、研学旅行等线路产品的开
发。将共同打造文旅IP，大力推进文化和
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培育西北旅游IP新形
象，完善提升甘新蒙青西北旅游大环线。

同时，将联合开拓文旅市场，推进百
家旅行社互联、百家景区互动、百家酒店
互惠、百条线路互通、百万游客互游的

“五百行动”联合计划，共同推出引客优
惠奖励政策，利用政策叠加效应，形成相
互促进、合作共赢的发展合力。甘新蒙
青四省所辖的十二个市、州、盟山水相
连、一衣带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都处
在丝绸之路、西北旅游大环线的重要节
点上。长期以来，各省、各城市互相往
来、密切联系，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打下
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文化旅游合作潜力
巨大，前景美好。

在风景宜人的七月，当金银滩草原上的金露
梅和银露梅迎风绽放时，西海镇又将迎来第二十
二届环湖赛。

从举办第一届环湖赛开始，西海镇热情拥抱
环湖赛，充满梦想的小镇几乎是每届环湖赛的必
经之地，小镇也因环湖赛而腾飞。

在环湖赛的影响带动下，“骑行”的理念正在
这座高原小镇生根发芽，从而带动“自行车经济”
的链条不断延伸和拓展，一个“高原自行车城”悄
然兴起。

因为环湖赛的到来，西海镇这片红色热土
上，悄然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家自行车俱乐
部。可以这么说，正是有了环湖赛，西海镇才走
上了打造高原自行车城文化旅游品牌的道路。

正值环湖赛被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追捧之时，
行走在西海镇的大街上，一个个自行车骑行俱乐
部让骑行游客出行绿色环保、方便快捷，这座高
原小镇到处弥漫着自行车骑行的文化氛围。

近些年来，为倡导绿色、节能、健康、便捷出
行，增强绿色交通理念，海北州通过招商形式成
立海北州西海镇公共自行车服务公司，将西海镇
建设成为充满人性化、可持续的自行车交通系
统，打造高原自行车城文化旅游品牌。先期设置
多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建设多个服务亭停车
棚，投放公共自行车，为高原自行车城建设打下
坚实的设施基础。

有了基础设施，就要发展文化内涵。庆幸的
是，这座因环湖赛而名闻遐迩的小镇从不缺少自
行车文化的氛围。经过多年的发展，环湖自行车
品牌已成为海北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金名
片。

在西海镇，有一家规模较大的自行车俱乐
部——达玉环青海湖自行车旅游综合服务基地，
它是一家致力于文化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
民营企业，由达玉部落文体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创建并发展，现已成为环湖地区基础设施完
善、服务保障功能齐全、管理运营团队有力的旅
游综合服务基地。

达玉部落文体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洛桑尖措说：“从每一届环湖赛带来的启发，我
们不断探索思考，并致力于打造‘一路骑行、一路
旅行、一路修行’的自行车旅游系列特色品牌，受
到广大游客青睐，‘达玉部落’也因此寻找到了更
多商机。”

据统计，“达玉部落”接待的自行车骑行游客
从 2013 年的 4 万人次增长到 2022 年的 6 万多人
次，总收入达300多万元。洛桑尖措介绍，去年和
今年基地新购置了700多辆新车以满足游客对骑
行的需求，“今年我们还要规划做‘亲子游’，打造
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自行车骑行活动。同时与
全国一些高校、企业等加强合作，来提高我们西
海镇自行车骑行游的知名度。”

（特约记者 北媒）

本报讯（通讯员 祁宣）好山好水邀四
海宾朋，美食美味宴八方来客。日前，祁
连县八宝镇第十届美食节暨“天境祁连·
卓尔街市”开街仪式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以政府搭台、美食为
介、文旅唱戏，全方位打造“天境祁连·卓
尔街市”，以美食文化掀起旅游发展的热
潮，积极倡导绿色、生态、健康理念，不断
点亮祁连文旅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持
续向外界宣传祁连、展示祁连、推介祁连，
提升“天境祁连”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祁连县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为主线，以“三个走在全州前列”为
目标，坚持以生态为根、文化为魂、旅游为
体，依托境内神奇的青山秀水、独特的地
域文化、丰富的民俗风情，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高质量举办各类文旅活动和高
水准推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大力推进
全域全季全时生态游，旅游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旅游产业支柱作用显著增强，地域
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以旅游为载体引领

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全县
旅游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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