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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青山绿水、乡村振兴的美好画
卷，在这里铺展开来；一场关乎各族群众
脱贫致富的乡村变革，在这里拉开大幕；
一条依托文化底蕴助推旅游的发展之
路，在这里绽放精彩；一步一景，一季一
色。“高原梨都”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
富的旅游资源在高原大地上熠熠生辉，
成为省内外游客心中向往的“诗和远
方”。

乡村乡村““蝶变蝶变””展现乡村旅游新图景展现乡村旅游新图景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 1986 年的冬
天。在皑皑白雪包围下，尕让乡千户村
瑟缩在冷空气里，显得格外静谧，连牦牛
都躲在牛圈里一动不动。而此时村委会
的院子里人头攒动，得知要“搬迁”的群
众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早早地来到
村委会，都想了解更多信息。

“那里的气候比这里好，有部队开
垦的农田，虽然条件艰苦了些，但只要
肯吃苦，日子一定会比这里好。”村干部
一边安抚村民的情绪，一边开展动员工
作。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村民牛发
军站了出来。“我的父亲患有肺气肿，因
为气候的原因常年咳嗽不止，搬到海拔
低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有所好转，所以我
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牛发军说出自
己的想法后，当即决定要带着父亲搬
迁。

据曾担任过干部的孔广明回忆，当
时陆陆续续有 86 户搬到了如今的二连
村。二连村紧靠黄河，气候条件相对较
好，因解放军某部二连曾在那里驻扎而
得名。从海拔 3000 多米的千户村移民
到这里后，在村党支部带领下，他们传承
二连官兵乐观向上、团结奋斗的红色精
神，经过一次次尝试、一点点摸索、一步
步向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把一片黄河
滩涂地经营得红红火火，成为了远近闻
名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全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青海省乡村振兴战略
示范村。二连村仅仅是贵德县文化旅游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贵德县围绕
打造“经济强、环境美、百姓富，社会文明
程度高”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县，
竭力把旅游业培育成最具活力的支柱产
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产业快
速增长。

赛事助力推进文旅大发展赛事助力推进文旅大发展

黄河文旅游季、“中华水塔”国际越
野行走世界杯赛（贵德站）、环青海湖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贵德赛段、中国·青海国
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贵德站）……这
些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引来了各
地游客，也为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近年来，贵德县找准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契合点、结合点、核心点，
不断提升旅游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的贵德，通过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多渠道
宣传推介贵德优势资源，多领域开展招
商引资，广范围促进开放发展，拓宽了外
界认知贵德、观光贵德、投资贵德的路

径，有力促进了贵德县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

文旅融合发展描绘文旅融合发展描绘““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九曲黄河，顺流而下，留在贵德的便
是“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神韵，也为贵德
人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近年来，
贵德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打
造全域旅游模式，让群众腰包渐渐鼓起，
脱贫攻坚步伐大步向前，可谓名利双
收。走进黄河奇石苑，身穿汉服的游客
们正在用手机定格着满园春色。“随手一
拍就是大片，五彩缤纷的花海令人心旷
神怡。”来自西宁的一名游客说。贵德县
积极探索、不断推动景区转型升级，实现
了从“赏花游”到“赏花经济”的提质升
级。为了支持鼓励现代农业生态园区为
旅游服务，贵德县在现有的“农家乐”基
础上提档升级，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和
优势特色产业，催生休闲、旅游及文化等
衍生产业的发展，推进现代农业与旅游
业的深度融合。

（特约记者 陶亚荣）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贵南县
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加快推进全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力办好群众家门
口的好学校。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沙沟乡中心寄宿制小
学，一起看看师生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情况。

阳春六月，走进沙沟乡中心寄宿制小学的大门，学生
们清脆响亮的读书声便传入耳中，一栋栋崭新的教学楼
和学生公寓映入眼帘。近年来，沙沟乡中心寄宿制小学
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将学校原有的老旧危房和其他
基础设施全部改建或新建，为教学工作提供全方位的物
质保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校舍、运动
场、学科功能室等设施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家门口的
学校一点不比城里的差”的教育均衡目标。

沙沟乡寄宿制小学学生更尕才让说：“我在这里遇到
了很好的老师，学到了很多知识，阅读了很多中外书籍，
我参加了学校的象棋和足球兴趣小组，这不仅能培养自
己的兴趣爱好，还能锻炼身体。”

随着“叮铃铃”的下课铃声响起，校园里顿时一片欢
声笑语，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跑到足球
场，一股青春的气息洋溢在整个校园，原来是学校特设的
课外兴趣活动时间到了。据了解，沙沟乡中心寄宿制小
学为了更好地将“双减”和“五项管理”要求落到实处，特
设书法、绘画、舞蹈、乒乓球、足球等课外兴趣课程，既丰
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沙沟乡寄宿制小学教务副主任罗玉莲说：“在‘双减’
政策下，我们要做到不减责任、不减质量、不减成长，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行为习惯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贵南县沙沟乡中心寄宿制小学始建于1972
年，学校现有教职工53名，学生420名，实现了沙沟乡全
乡孩子就近入学的目标。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使命初心，建设有内涵、高质量、安全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学校，曾多次荣获县级优秀学校，省、州、县
级文明学校，2020年12月1日，列入国家教育部第一批乡
村“温馨学校”建设典型案例学校名单，更是培养出了像

“全国三八红旗手”严花老师一样拥有先进教学理念、独
特教学风格的优秀教师。

下一步，学校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正确的教育思想培养学生学会
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造、学会做人，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为贵南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通讯员 南宣）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 通讯员 兴组宣）近年来，
兴海县子科滩镇泉曲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泉曲村按照新时代文明实践“八有”标准，高标准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阵地，配有党员活动室、矛盾纠纷
调解室、人大代表活动室、“妇女之家”“儿童之家”、文化
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等7大功能室，成为凝聚群
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场所。

成立理论宣讲、环境卫生整治、矛盾纠纷调处等3支
村级特色志愿服务队，打造了村民议事点、村史馆、人大
代表等阵地，搭起干群“连心桥”，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实行“群众点单—文明实践站派
单—志愿者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模式，构建常态化、
制度化、规范化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引导和鼓励更多群
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助推基层治理提档升级。2022年
以来，开展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交通安全、治安巡
逻、防汛防火、关心关爱等志愿服务活动65次，参与志愿
服务人员达到400余人次。

此外，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中央和省委 1 号文
件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技能培训、代表议事、主题党
日等活动 15 场，惠及全村 760 余人，丰富当地村民精
神文化生活，进一步繁荣乡村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
赋能。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用以规范、约束村民言行，用“小村规”实现“大治理”。常
态开展民风道德评议，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在全村营造崇
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贵南县以全省打造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契机，大力发展循
环农牧产业，走出了一条产出高效、产品
安全、资源节约、生态环保的现代循环农
牧业发展路子。

近日，记者在贵南县通过入园区、进
企业、看草原、访牧户，切身感受到了来
自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发展脉动。

▶▶高效养殖推动畜牧业提档转型高效养殖推动畜牧业提档转型

2011年，森多镇加尚村牧民仁庆塔
放下牧鞭，在定居点种植饲草、半舍饲养
牛羊，开始走上从粗放养殖向集约化管
理的新路子。

经过几年的实践，仁庆塔的合作社升
级为50户205人入股、牧民的总股份达到
180万元的股份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仁庆塔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之初
资金不足，很难扩大经营，幸好有政策帮
扶的56万元资金，加上自己投资的40万
元，才建成集饲料房、无害化处理池、电
子追溯体系等于一体的高标准养殖场。

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仁庆塔积极
引进贵南县农牧局帮扶的青贮燕麦项
目、青贮玉米饲料项目，积极推行草畜平
衡制度，大力发展舍饲半舍饲畜牧业，达
到以草定蓄、生态平衡的建设目的。

2013年，合作社被评定为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试验基地。“今
年，我们合作社大概能实现30多万元的
社员分红。”仁庆塔笑着跟记者说。

▶▶抱团取暖有抱团取暖有““钱钱””景更有景更有““丰丰””景景

2014年，贵南县森多镇贡哇村李本加
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决定辞职
创业带领村里人发家致富。2015年，贵南
县诺颡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贡哇
村入股26户，合作牧户30户。一年后合
作社实现利润16万元，在看似一切都顺风

顺水的时候，合作社发展却遇到了瓶颈。
牦牛养殖没有形成规模，无法完成

客户的订单量；上涨的饲养成本让很多
的小规模养殖户无力承担……

为了把“小舟”变成“大船”，合作社
在县相关部门的多方支持之下，与县域
内其他三家有一定规模的合作社共同创
立了贵南县首家“联合社”。目前，联合
社已建成 3 个牦牛良种繁育基地，被评
为海南州“牦牛产业示范点”和“牦牛产
业科研基地”，以及贵南县牦牛产业“万
千百”计划千头养殖基地。

与此同时，联合社通过加强牦牛奶
源管理、体验消费、推介休闲观光牧场、

“互联网+”销售等方式，加工销售牦牛
乳制品，年带动受益牧户达300余户，户
均增收2万余元。

▶▶变废为宝走好产业发展变废为宝走好产业发展““绿色路径绿色路径””

“我们的有机肥厂收购了贵南县一

半合作社的羊板粪。”走进位于茫曲镇达
玉村的楠迦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厂区，厂长旦正加向记者介绍道。

“原来我们的羊粪通常就是当成柴
火烧掉，现在通过回收利用，制作成肥效
长、精纯度高的有机肥料，变废为宝。”羊
板粪今昔的变化，让旦正加信心满满。

“这是我们的自然发酵池，一次发酵大概
五六天就可以完成。”站在车间外的发酵
池旁，旦正加介绍，公司通过村民入股的
方式累计向贵南县四个村分红 300 多
万元，并提供就业岗位29个。

近年来，贵南县大力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健全完备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多层次
利用、多环节增值，从而提升产业规模效
益和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产业融合发展
水平，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增强产业发
展内生动力，加快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建设进程。 （特约记者 增太加 高岳）

全力奏响全域旅游新乐章

贵南县把稳农牧业绿色发展的“方向盘”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

新时代文明实践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