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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好山水，满眼皆覆绿。
这里的自然景观古朴雄浑，这里的人

文风景丰润多彩。这里更是一片生态地
位高的土地——祁连县、门源县，全域包
容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之中；海晏
县、刚察县，傍依着“中国最美湖泊”青海
湖，是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担负着生态保
护使命的两个重要的地区，也是被青海
湖、祁连山所滋养着的圣地。

如今，翻开海北人的朋友圈，蓝天美
景的照片满眼都是，群星闪烁也开始融入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朋友圈里晒蓝天、晒
星空，那是百姓的自信和骄傲，更是一份
通过不懈努力得来的幸福感。

“提气质”多措并举守护天空蓝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为切实提升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海北州聚焦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以“国之大者”的政治
高度，自觉融入全国全省大局，全面落实
生态功能区主体责任，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在服务大局中强化源头担当，在保护
治理中展现海北作为，凝心聚力加强自然
生态系统保护，持续涵养生态财富、提升
生态价值、打响生态品牌、厚植绿色底蕴，
全方位筑牢生态屏障，山清水秀、天蓝地
净的“海北答卷”日渐浓墨重彩，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基底更加坚实。

晨曦初露，密匝的青海云杉林雾霭弥
漫，仿佛笼上了一层白纱。林中飞出的斑
头雁、赤麻鸭结伴落在如茵的草地上。这
是祁连县黑河支流小八宝河岸现在的模
样。美不胜收的景色，昭示出祁连山生态
的变化。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被誉为河
西走廊的“母亲河”，甘肃省张掖市鹰落峡
以上的青海流域被称为河源区。随着黑

河流域河源区生态环境逐步向好，祁连县
抓住机遇，探索“生态修复+生态旅游”模
式，打造黑河流域生态功能提升与旅游协
调发展示范区，着力建设祁连山生态文明
高地。清风徐来，水光潋滟，经过蝶变后
的黑河呈现出一幅诗情画意、人水和谐的
景象。

这座城市人水和谐景象的背后，是海
北州扎实推进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

“强颜值”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品质
“这两天，走在路上真的是舒坦，空气清

新，路面整洁，花红草绿，我们‘桃花源’的日
子真是越过越好……”门源县珠固乡东旭村
骆驼脖子社的两位村民走在路上感慨村里
的大变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村民口中的“桃花源”便是位于海北
州门源县珠固乡的东旭村，因该村三面环
水，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山洞与外界相连，
被称为“世外桃源、藏家秘境”。

该村少数民族人口占58%，是一个多民
族聚居村，独特的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华热婚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丰富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让这座小山
村多了些神秘。东旭村凭借美丽的自然环
境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协调整合各类资金
2400余万元，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倾力打造
了“高原桃花源”乡村旅游示范基地。

从此，东旭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破落的土房，低矮的围墙不见踪影，一幢
幢红砖瓦房整齐排列，一排排崭新的院落
拔地而起，一条条硬化路通向了家家户
户，景区大门、游客服务中心、吉祥广场、
卡卓民宿、村庄美化亮化等旅游配套服务
设施也一一建设起来。

近年来，海北州以改善民生为目标，
通过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努力提升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此外，
刚察县委县政府开始把县城和旅游景点
的公共卫生间建设作为提高城镇居民生
活质量、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塑造
刚察旅游形象的窗口工程，进行全面提升
改造。改造中，融入环保、绿色等理念，一
座座别具文化特色的公厕成为一张张崭
新的“城市名片”。 （特约记者 吴萍）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今年，海北州紧紧围绕全
州“243”新发展格局，积极打破区域壁垒、搭建销售
平台、强化品牌建设，不断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提高
产品知名度，海北名优产品逐步走出全省、走向全
国市场。

政府助力“推销”。结合全州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海北州充分利用山东对口援建海北的契机，积
极为两地经贸交流搭建“桥梁”、提供平台，全力做
好海北优品“推销”服务。先后在山东临沂市和青
岛市成立了海北优品馆、“优品远航”分拨中心以
及海北会客厅，它们犹如两把“钥匙”，打开了山东
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大门，为海北品牌产品跨过省
界门槛，销往山东乃至全国发挥了纽带作用。

龙头企业“带销”。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通过“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引导门源百里花海
蜂业有限公司等与多个大型商超达成购销协议，
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有效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
题。近年来，海北的牦牛酸奶、牦牛肉干等农畜产
品先后在大通、湟源、互助、兰州、张掖、青岛、浙江
等省内外各地的60余家商超、专卖店、粮油购销公
司、加油站、机场等场所进行销售，为海北优品提
升省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2023年上半年，海北优品在省内外销售额达1.2亿
元。

直播带货“云销”。推行“平台销售+直播带
货+短视频”全渠道矩阵销售模式，将海北特产牦
牛肉干、蜂产品、青稞面、菜籽油、乳制品、沙棘饮
品等农畜产品进行网络直播销售，助力“海北优品
出山”。今年上半年，完成网络零售额销售额
5765.4万元。组织线下“展销”，先后组织70余家
企业 300 余种海北优品参加了“山东省 2023 外贸
优品展销会”“青字号走出去活动暨青海石油首战
江苏易捷选品对接会”“海北州招商引资暨优势特
色产品推介会”等推介活动，充分利用展销平台将
海北的牦牛肉、藏羊、蜂产品、菜籽油、青稞制品等
优势产品进行了系统推介和宣传，为海北优品提
升国内外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奠定了基础，有效
拓宽了海北名优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了市场份
额。其间，共签约贸易采购类项目11个，签约金额
为1.19亿元，实现线下销售额收入100余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刚宣）今年以来，刚察县医疗
保障局稳步提升医保待遇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高效实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
障，充分发挥医保三大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刚察县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三重”综合保障梯次减负功能，着力减轻
参保群众就医负担。保障城镇职工、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打消参保
人员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后顾之忧，切实提高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减轻患者资金垫付压
力。坚持大病保险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实
施倾斜支付，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
分类施策，扎实做好救助对象追溯救助。截至
目前，全县城镇职工住院 826 人次，发生总费用
860.17 万元，基金支付 161.11 万元；城乡居民住
院 4318 人次，基金支付 1340.47 万元。发挥信息
优势，建立防范因病返贫致贫动态预警监测机
制。积极与民政、乡村振兴、残联、退役军人事
务等部门加强信息对接，确保符合条件的新增
特殊人员及时参保，协助筛查符合条件的医保
数据，确保参保群众医保待遇应享尽享。截至
目前，全县监测户共计 90 人；城镇低保共计 537
人；农村低保共计 3341 人。

同时，刚察县医疗保障局在“统”字上入手，全
县医保服务事项、经办规程统一规范；在“简”字上
用功，医保政策宣传既准确到位、又简单明了；在

“并”字上发力，线上线下融合并行，为不同年龄段
的群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统筹调整完善资助参保、待遇保障政策，量
力而行、尽力而为，防止“大水漫灌”式保障，打造
优质服务窗口，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忆往昔，从一个个“马背学校”“帐房
学校”起步；

看今朝，民族教育蓬勃发展、硕果累
累。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
回顾祁连县民族中学的历史，这所曾经的

“马背学校”经过七十年的发展旧貌换新
颜。

记者走进祁连县民族中学，优雅整洁
的校园环境与现代化的教学设施相得益
彰，鲜艳的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朗朗的读
书声回荡在校园上空。

今年 52 岁的贺顺英是祁连县民族中
学的一名资深教师。1995年，她从青海师
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祁连县中学执教，已
从事教育工作28年。说起初到祁连县民
族中学的情形，贺顺英感慨万千：“当时民

族中学的校舍全部都是土坯房。夏天外
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窗户用塑料
布遮挡，外面北风呼啸，屋里师生瑟瑟发
抖。坑坑洼洼的地面，需要捡石头垫桌凳
维持平稳。师生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那是家常便饭，劣质墨汁涂刷成的木制黑
板，粉笔书写后，没多久又要再次刷黑才
能使用。”

一切随着时代的进步悄然发生变
化。2011年秋季，祁连县民族中学整体搬
迁至祁连县新城区健康路东侧，总占地面
积81245平方米，新建多媒体教室、平整的
运动场、图书室、食堂等，完善了校园基础
设施。学生有了免费的营养午餐，中午不
用因为家远再忍饥挨饿，享受和城里孩子
一样的待遇。整个校园绿化、净化、亮化、

美化后，成了一座知识花园。过去自制的
简单教具、水泥做成的黑板、缺腿的桌椅
尘封在了记忆里。

如今，改变的不仅仅是教育条件，教
学模式、教学手段等也随之不断更新升
级。就拿祁连县民族中学来说，该校以

“异地办班”为抓手，分别与山东滨州六
中、博兴实验中学、四川成都七中育才中
学结对交流，在课程开发、课堂教学、课题
研究、教师培训、教研组建设、德育活动等
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积极学习各校先进的
教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同时，铸造学生喜
欢、家长满意的学校，组建了跆拳道、藏族
弹唱、跳绳等39个特色社团课，满足了学
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形成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校园
文化氛围，以情境吸引人、熏陶人、感染
人，有效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现在教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初心
未曾改变。条件艰苦，教师苦中作乐；条
件改善，教师不断‘充电’奋进；条件优越，
乡村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撸起袖子加油
干，幸福生活都是努力奋斗出来的。昔日
书声在马背，今朝歌声在校园。”祁连县民
族中学校长才郎洛布加表示。

（特约记者 吴萍 通讯员 黄方昆）

本报讯（通讯员 祁宣）今年以来，祁连
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具
体工作要求，系统推进湟水流域河湖治理
保护，改善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
生命，全力推动河湖长制从“全面建立”向

“全面见效”转变，并取得显著成效。
建立责任具体、环环相扣的“责任

链”，全面压实县、乡、村三级“书记”抓河
湖长制工作责任，2022 年以来，共签发总
河湖长令 2 道、责任河湖长令 3 道。制定
印发了《祁连县河湖长制主体责任清单》

《2023年河湖长制及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要
点》，全面落实“述职、通报、督办、约谈”工

作机制，倒逼各级河湖长责任落实。设立
河湖长制公示牌104块，对河湖长姓名、职
责、监督电话、二维码等予以公示和信息
更新，接受群众监督，细化河湖长制主体
责任清单，做到了“空间覆盖无空白、职责
落实无盲点、监督管理无缝隙”。

建立清晰有效、层次分明的“管护
链”，健全河湖长制会议、信息报送、信息
共享、督查考核、问责激励等 9 项管理制
度，及时开展河湖长更新补位，修订完善
了《祁连县河湖巡查制度》，到6月底，全县
62名河湖长和50名河湖管护员累计巡河
4651人次。不断明晰“上下游、左右岸”河

湖管理责任，创新开展跨界河湖联防联控
工作，与刚察县、天峻县、门源县均签订了

《大通河流域联防联控联治合作协议》，建
立了上下游“共同保护，共同行动，共同维
护”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调机制。

建立岸上岸下、区域协同的“治理链”，强
化重点流域系统治理保护，特别是以提升水
环境质量为目标，统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垃
圾处理、入河排污口整治、河湖“清四乱”、违规
利用岸线整治、取水管理、环境治理、生态基流
保障等工作，扎实开展大通河、黑河、托勒河、
八宝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保护专项行动，推进
水生态、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用生态画笔描绘美丽家园

祁连：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

“四线发力”

拓宽农畜产品销售渠道

刚察：

汇聚医保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马背学校马背学校””的华丽蝶变的华丽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