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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对于
地处偏远地区的海南州而言，过去的70年
是一部从一穷二白到实现大跨越的创业篇
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解决了许
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走
出了一条有青海特点、符合海南实际的
发展之路。

如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
态良好、人民幸福的美丽和谐幸福新海
南呈现在世人面前，各族干部群众正意
气风发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经济发展成就斐然

“10 年前，这里光秃秃的什么也没
有，就是半沙化地带。”这是许多共和县
铁盖乡地区的农牧民群众对塔拉滩的集
体记忆。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塔拉滩产
生的经济效益占据了海南州经济总量的
半壁江山。

海南州光伏产业起步于2012年。经
过11年的发展，光伏产业在这里茁壮成
长，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加速反哺绿水
青山，为这片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进入新时代，海南州不断加快发展现
代生态畜牧业、清洁能源产业、大数据信
息技术产业、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四大产
业”，为共和盆地崛起提供强有力的产业
支撑。

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持续
提升，这些变化无疑为海南州满怀信心
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
础。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公园多了，风景美了，楼越变越高，
城也变得越来越大。”“搬进新村后，再也
不怕下雨出门两脚泥了。”“城乡干净了，
大伙儿的精气神也更足了。”

城乡发展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回
响着全州各族干部群众逐梦前行的铿锵足
音。

夏日，走进海南州的城镇乡村，繁花
似锦、苍翠清幽。漫步在大街小巷，人们
在惊叹城乡面貌变化巨大的同时，也不
由得称赞家乡越来越美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抢抓政策
机遇，扩大有效投资，一大批填空白、蓄
势能的重大项目相继建成；一个个惠民
工程落实落地，一处处如火如荼的施工
场景，奏响了城乡发展的精彩华章。

扎倒高速、共玉高速等一批国省干道及
城乡通畅公路建成通车，全州公路总里程达
12823公里，乡镇和行政村道路通达率为
100%，路网结构持续优化，群众出行更加便
捷。

尕干、哇洪等水库及配套灌溉工程
顺利推进，拉西瓦灌溉干渠、兴海南部
三乡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一批民生水
利工程建成投运，有效保障了 32.93 万
群众饮水安全和 66.7 万亩耕地灌溉用
水。

加快农网升级改造和“三区两州”配
套电网建设，解决和改善了5.8万农牧户
用电问题，供电可靠率达99.8%。

城镇繁荣，乡村美丽。海南州走出了一
条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生产
生活生态相互融合、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共
享，具有海南特色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之
路。

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沐浴着党
的光辉，全州各族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
升。

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
海南州近年来的头等大事。2023年小暑
第一天，在共和县廿地乡切扎村易地搬
迁安置点的新房前面，32岁的索南昂秀
正忙着维修政府免费发放的农运车。

2018 年年底，索南昂秀搬进了离县
城 5 公里处、面积 86 平方米的安置房。

“现在可以用清洁的天然气做饭，洗澡也
方便。”索南昂秀说，以前的房子是土坯
房，现在的新房里装修精美，家具、家电
齐全。

易地搬迁政策让切扎村 101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日子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搬迁后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大
家增收致富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切扎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仁青多杰
说。

搬进新房子，还需增收有路子。兴海
县河卡镇、中铁乡购置商铺以及挖掘机、工
程车等农机，让110户295名搬迁群众以自
主经营的方式参与生产，增加收入。而贵
南县在组织搬迁村群众参加技能培训的同
时，将136户509名搬迁群众纳入专业合作
社，通过黑藏羊、母犏牛养殖项目拓宽增收
渠道……

2020 年春天，全州五县全面脱贫摘
帽，与全国全省人民一道步入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新阶段。

一直以来，历届海南州委班子千方
百计办好民生实事、发展社会事业，仅过
去十年民生支出累计达到767.5亿元，持
续稳定在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

民生工程实施中，各地统筹推进就业、
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等
工作，民生保障从低水平广覆盖向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迈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显著增强。

沧桑巨变，大道如砥。如今的海南
州崇礼向善，风气正，精气神足，每一个
海南人都禁不住感叹家乡更美了，生活
更富裕了，自己更爱家乡了，发自内心地

“爱海南、歌海南、舞海南”。
（特约记者 才让本）

美丽和谐幸福新海南大步走来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经过近一年
的筹建，位于共和县城北新区的藏文化
产业园海南州民族博物馆即将开馆，目
前新馆部分设施设备正在进一步调试
中。“文物修复过程需经过X射线荧光检
测、显微镜‘探伤’、除锈、黏接、补配、着
色、封护等步骤。”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馆
长周庆措介绍说，文物修复要按照“修旧
如旧、保持原貌”原则，使文物更好地保
存与展示。

海南州孕育了多彩的民族文化，在
这里可以聆听民族的发展故事。

海南州民族博物馆成立于1986年6
月，是国家级三级博物馆，内设展览部、
保管部、安全保卫部、宣教部、综合办公
室5个部门，现有馆藏文物3294件，其中
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24件、三级文物
157件。

周庆措介绍，这些文物均是海南州境
内同德宗日遗址、贵南拉乙亥遗址、贵德
山坪台遗址、贵南尕马台等地发掘出土
的。其中1980年贵南县拉乙亥出土了一
件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铜镜，是我国已

知的最早的一面铜镜。另外还有一套元
代梵文贝叶经是我省唯一的一件珍贵文
物。“每到一个城市旅行，逛博物馆都是我
和朋友的首选。”来自甘肃省景泰县的游
客王俊宝这几天带着家人来到共和县旅
游，说起博物馆，他表示开馆后他会“先睹
为快”，感受藏民族文化的灿烂历史。

近年来，海南州民族博物馆以科学发
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
文博事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和决定，在上级
业务部门的指导和海南州委、州政府、州文
体广电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开展各
项业务工作，基础设施有了长远发展，文物
陈列、观众接待、文物征集保护、文物普查
等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

举办的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得到社
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青海湖民俗展
馆年接待游客达30万余人次，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馆藏文物数量大幅增加，
积极抢救流散在民间的民族文物，征集
了一批具有收藏价值的民族民俗文物；
开展馆际合作交流，引进有地域特色、文

化特色、民族特色的展览，增进地域间的
文化交流，不断提升博物馆的品位与形
象。

尤为一提的是，自2022年以来，在业
务工作中，海南州民族博物馆把开展社
会教育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来
抓，不断探索和尝试馆校合作模式，借鉴
兄弟馆好的经验和做法，结合实际，因地
制宜开展社交活动，寓教于“博”，将博物
馆逐步打造成为青少年教育和美育的校
外课堂，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不
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了该馆的知名度
和社会影响力。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员 德本加）8 月 6
日，我国西部地区最大抽水蓄能电站，青海省首个抽水
蓄能项目——国家电网青海哇让抽水蓄能电站（以下
简称哇让抽蓄电站）开工建设。

哇让抽蓄电站位于海南州贵南县，工程总投资159.4
亿元，安装8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可逆式机组，总装机
280万千瓦。玉树二回工程、果洛二回工程总投资24.9亿
元，其中玉树二回330千伏线路工程新建330千伏线路
516千米，果洛二回330千伏线路工程新建750千伏线路
199千米、330千伏线路60.2千米。丁字口工程包括丁字
口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鱼卡750千伏变电站间隔扩
建工程、鱼卡——丁字口750千伏线路工程，新增变电容
量420万千伏安，本期工程总投资30.4亿元。

随着新能源装机的持续增长，青海电网调峰和保
供压力日益凸显。哇让抽蓄电站可充分发挥削峰填
谷、调频调相等作用，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能力。玉
树二回工程、果洛二回工程可满足三江源地区清洁低
碳发展需要，提升65万群众电气化水平。丁字口工程
建成后，将融入青海绿电输送主网架，使特高压外送通
道更为稳定高效，进一步提升青海和西北电网可靠性。

“看这些黄牛养得多好，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眼看
再有半年时间，自家养的六头黄牛就要出栏了，共和县
恰卜恰镇上塔迈村二社村民刘永财充满了期待。

刘永财一家三口都是残疾人，曾经是村里的重点
扶贫户。2017 年刘永财在共和农商银行办理了5000
元的精准扶贫贷款养了10头猪，一年后出栏净赚1万
多元。2018年刘永财又在共和农商银行申请了4万元
精准扶贫贷款用于建设猪舍、购买35只猪崽，到2020
年底已拥有肉猪80只，他们家也顺利脱贫了。而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养猪场的收益遭受重创，也让
刘永财刚刚树立起的信心瞬间破灭。

共和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得知刘永财的情
况后，采取“一户一档、一户一策、一人一法”的方式为
其制定帮扶方案，并鼓励其树立对生活信心，保持乐观
心态，勇敢面对逆境。工作人员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开
导和沟通，让刘永财又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一心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在的状况。

去年，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刘永财将废弃的耕地及
猪舍利用起来，购买了2头黄牛犊进行养殖，还自制农车在
路边卖瓜果蔬菜，收入虽然微薄但足以补贴家用。今年6
月，得知刘永财想扩大贷款需求再购买4只小牛犊饲养的
想法之后，共和农商银行也是非常支持，当即就表示愿意全
额放贷。“非常感谢你们不嫌麻烦上门为我们服务，真是解
决了我的大难题啊！”刘永财拉住工作人员的手感激地说。

在共和农商银行的金融支持下，像刘永财这样的养
殖户们的信心更足了，对养殖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
望。共和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赵海弘表示：“这既是信
任，也是一份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履行金融企业的社
会责任，为服务共和县的乡村振兴持续贡献农商力量”。

近年来，共和农商银行不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金融服务，从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入手，把支持当地畜
牧业生产发展作为支持“三农”工作的重点，采取灵活
多样的贷款方式，加大对养殖户规模养殖企业和养殖
大户的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当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特约记者 增太加）

海南州民族博物馆新馆即将开馆

我省首个
抽水蓄能项目开工建设

“贷”动养殖户 托起“致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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