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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州是全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
也是全省畜牧业大州之一，农牧业资源
具有类型多、数量大、分布相对集中的特
点，在全省占有较大比重。

近年来，海南州农牧工作围绕打造
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
区及乡村振兴“八大行动”，聚焦稳产保
供、产业赋能、项目拉动、草畜联动等九
项重点工作，奋力开创了农牧业工作新
局面。

联农带农联农带农 聚合力稳增收聚合力稳增收

贵南县沙拉村集体股份制经济合作
社整合全村耕地，实行代耕、代种、代收
的土地托管模式，极大提高了产出效益，
为全州提供了“沙拉经验”。

共和县泽众联合社采取“联合社+合
作社＋基地＋公司”的运营模式，以种植
产业为主导，开展全程机械化、智能化、
数字化、信息化托管服务，加快了新技
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的普
及应用，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村承包土地
的细碎化问题，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

当前海南州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
的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逐步形成，集约
化、规模化、产业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全
州共组建合作社 747 个，家庭农牧场共
1167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2个、省级
示范社72个，省级家庭农牧场73个。打
造产业化联合体6个。成功探索出了三
产融合型、草畜联动型、科技引领型草地
畜牧业发展模式，合作社+基地+农牧户
的联动带农机制正在形成。

产业融合产业融合 强保障添动能强保障添动能

兴海县上游村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

专业合作社在引导全村农户生产资料全
入股的基础上，坚持走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路子，2021年种植养殖收入413.6万
元，农畜产品加工收入122万元，农机服
务收入43万元，外出务工劳务收入32万
元，年人均分红1.52万元。

共和县尕海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
以建设标准化、养殖规模化、装备现代
化、产业生态化的“四化”建设，打造“种、
养、加、销”一体化全产业链，在全州树立
了典型样板。

海南州不断调整优化农牧业产业结
构，在积极培育县域优势主导产业的同
时，加快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形
态从单一种植养殖逐步向生产、加工、服
务等领域拓展，有力促进了农牧业转型
提质增效。全州打造合作社、家庭农牧
场为主的农畜产品初加工点30个，培育
精深加工企业18家。

““五优五优””联动联动 促发展强振兴促发展强振兴

共和县藏羊产业园正式列入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列，该县被列入
国家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同德
牦牛、共和藏羊、贵南黑藏羊等优势产业
逐步做大做强；贵南现代草业发展有限
公司、贵南草业开发有限公司、同德牧草
良种繁殖场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涉草企
业不断发展壮大，海南州已成为全省最
重要的饲草生产基地和青南地区防灾抗

灾的“大后方”。
因地制宜发展肉牛、奶业、蚕豆、蔬

菜等特色产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贵德县新街乡引导群众露天种植红笋
7000多亩，并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形
成了“一乡一品”；共和县廿地乡、切吉乡
莫合村、贵南县茫拉乡都兰村集体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立足耕地草场资源大力
发展西门塔尔肉牛养殖，效益十分明显。

围绕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
优”产业，成立“五大”产业协会，建立协
会+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基地的运行机
制，逐步推行标准化、科学化、规模化种植
养殖，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
行示范区奠定了基础。全州建成千只藏
羊养殖基地31个、千头牦牛标准化养殖
基地19个，草畜配套生态牧场13个，万亩
青稞油菜种植基地4个、建立饲草种植基
地5个，饲草保有种植面积达85万亩。

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先行示范区，是海南州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的具体
行动，是坚决贯彻落实省十四次党代会
精神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将紧紧围绕
海南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建设目标，奋力推进“12345”发展战略，
加快高原特色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强
基提能，不断开创输出地先行示范区建
设新局面。

（特约记者 增太加）

“农”墨重彩“畜”势勃发
——全力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区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近年来，海南州共和县坚
持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强化政策扶持，积
极探索实践，大力发展村级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县集体经济10万元以上的村有
87个，占88%，其中12个村集体经济在50万元以上。

共和县聚焦群众观念“转思想”，激活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该县龙羊峡镇后菊花村依托地理优势，发展
集特色住宿、餐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成
为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黑马河镇
文巴村、正却乎村结合青海湖旅游资源和藏文化特
色，打造 2 座集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民俗产业
园。廿地乡切扎村依托交通优势，积极发展以住宿餐
饮、汽修服务等内容的“路衍经济”，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27.3万元。

聚焦优势特色“创品牌”，推进农特产品提质增
效。该县以品牌定位、品牌传播、品牌带动村级产业
发展，累计注册农畜产品商标32个，认证藏羊牦牛等
特色产品14个，地理标志产品2个，培育孵化具有SC
认证的菜籽油生产企业3家，注册“铁盖光伏羊”“海南
赛钦”等本地商标4个……逐步释放产品价值，大力提
升农畜产品美誉度。

聚焦产品销路“广推介”，拓宽村级产业发展路径。
借力微信群、朋友圈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该县黄河村在
省内外开办拉面馆32家，从业人员94人，推动“拉面经
济”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年经营性收入约272万元。

针对产业发展模式存在的不足，在党建引领上“汇
合力”，创新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牧户”发展模式，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提高村
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龙羊新村党支部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通过发展“三色”产业提质增效。其中，“蓝色”
渔业捕捞年人均纯收入达2.4万元以上，“绿色”乡村旅
游年均接待游客约6000人，服务业收入约60万元。“青
色”特色果园累计建园700余亩，年收入约210万元。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日，由
共和县打造建设的海南州共和县藏绣研
发中心开馆。

海南州共和县藏绣研发中心共三层，分
藏绣体验展销厅、技能培训中心、藏绣精品
展厅、藏绣装裱室、设计室、藏绣操作间。

在藏绣精品展厅，陈列着各式各样
的藏绣作品，大到挂画、民族服饰，小到
抱枕、团扇、丝巾、摆件等，只要是生活中
能用得上的物品，都有藏绣的元素。

海南州五彩藏绣艺术有限公司是负
责中心运营管理方，该公司创立于2009

年，是一家集研究、开发、培训、展示、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民族文化企业。在前
进道路上，该公司荣获的成绩可谓硕果
累累，为探索青海手工藏绣国内外市场
渠道、为青海手工藏绣的振兴发展默默
坚守付出了二十多年。

藏绣主要分布在海南州贵南县和共
和县为主的农业区，在不懈努力下，藏绣
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海南一张亮
丽的文化新名片，而藏绣的发展也在以
当代艺术视角结合时尚理念，重新解读
和演绎着藏绣非遗文化。

2010 年，藏绣被列入青海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21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海南州被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认定为藏绣之乡。

保护好、传承好刺绣艺术，对促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优秀的传
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藏绣承载了海南
州群众发展延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体
现了藏绣刺绣的独特工艺和海南人民热
爱家乡、描绘锦绣山河的情怀，凝聚着高
原妇女心灵手巧、擅长精工细作和敢于
创新的智慧和技艺。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这几天的海南州大街小
巷熙熙攘攘、游客众多，各大酒店宾馆也迎来了入住
小高峰。

不久前，为切实做好海南州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酒店服务工作，打造一支业务素质强、气质形象佳的
服务队伍，海南州对辖区内作为重点接待的9家酒店
进行了“节前培训”，培训内容涉及礼貌礼仪、前厅接
待、客房服务等内容。

玉龙酒店负责人张海云告诉记者，这几天的入住
率很高，酒店将全力做好酒店服务工作，为大家提供
一个舒适干净的居住环境。“第一次来海南州旅游就
赶上了这里十年一次的州庆，很期待。”来自山东的游
客万女士说，“本来这星期要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因
为想看一看州庆期间的文化活动，所以改变了行程，
打算在这里多留几天。”

入夏以来，海南州“乡村游”“周边游”等近程旅游
成为热门。“手机里就可以查到推荐的线路，乡村游可
以带着老人孩子亲历大自然。”外地游客张丽说。

今年以来，海南州推出多条乡村旅游线路，邀请
省内外游客来海南吃樱桃、摘草莓、赏油菜花、尝美
食，漫步湖光山色，欣赏乡村生态美景。

完善的旅游设施、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
乐此不疲。

胜景满目新，游客争相来。近年来，海南州按照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的发展目标，坚持
大手笔谋划、大规模投入、多元化融合、精细化管理、
全域化体验的文旅发展理念，不断提升海南旅游发展
规模、质量和效益，全州文旅产业呈现出持续、快速、
稳定增长的态势。

现如今，乡村游热火朝天，民宿游崭露头角，旅游
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各大赛事和文化活动的举办
迅速扩大和提升了海南州的城市影响力、知名度和美
誉度，旅游产业发展的软硬环境也明显提升，更好地
向外界展示了海南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及丰富的物产
资源。

共和县多点发力

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共和县藏绣研发中心五彩藏绣馆开馆共和县藏绣研发中心五彩藏绣馆开馆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 通讯员 拉
热吉）近年来，兴海县持续发力做大做强
做精就业帮扶车间，将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安多民俗文化村脱贫户和致富
能手、实用技术人才等组织起来，以产业
振兴和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面点
燃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健全班子“扶”，破解发展难题。兴
海县始终强化主业主责意识，成立由县
级主要领导牵头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工作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结
合实际制定出台《兴海县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和就业实施方案》，
从7个方面推动后续扶持由政策制定转

向全面落实，实现可持续发展。
依托特色“建”，推动产业帮扶。该

县依托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品，坚持将
后续扶持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统筹
谋划，努力增加搬迁群众收入。投资
1276 万元打造了三期帮扶车间，由企业
入驻经营，发展藏医药、特色工艺品、生
活日用品等产业，通过帮扶车间带动把
群众动员起来、把产业经济发展起来，实
现脱贫群众稳定就业、收入增加，截至目
前，共提供就业帮扶134人次，年人均收
入达到3万元以上。

创新模式“带”，促进就业增收。按
照“产业在农村、就业在城镇”原则，将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多民俗文化村

脱贫户和致富能手、实用技术人才等组
织起来，积极搭建就业用工平台，成立

“兴海县进城务工人员暨创业创新人才
服务中心”，对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搬
迁户提供就业帮助，充分拓宽了县城周
边易地搬迁群众的增收渠道，进一步巩
固了脱贫攻坚易地搬迁成果。

加强统筹“帮”，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制定《兴海县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实施方
案》，科学设置环卫、保洁、汽修、司机、石
雕、裁缝、计算机、保安、宾馆服务员等各领
域工种21个，扎实推动就业创业培训，累计
实现技能培训842人次，灵活就业1208人
次，稳定就业225人，外出务工762人次，就
业率达94.16%，累计收入2634.37万元。

海南旅游持续升温

兴海县就业扶贫车间助力搬迁户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