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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枸杞产业带动10万群众增收

青海柴达木特色生物资源工
程中心执行主任陈超近日向记者
表示，柴达木盆地已形成完整冬虫
夏草生态扩繁技术体系，填补了青
海省在此领域的空白。

中国冬虫夏草的产量占世界
产量的98%，而青海冬虫夏草占中
国 60%以上的产量。冬虫夏草天
然资源十分宝贵，因此也被称为

“软黄金”，青海省百万农牧民从冬
虫夏草产业中受益。陈超介绍，近
年来，随着防衰益寿的健康理念深
入人心，冬虫夏草也越来越被消费
者所接受。由于野生冬虫夏草资
源日益稀缺，团队研究开发了对冬
虫夏草的野生抚育项目，成功将青
海道地冬虫夏草寄主幼虫种群数
量扩繁至百万级别，并在地处柴达
木盆地的青海省天峻县建立示范
基地进行野外种植，后经中国中医
科学院鉴定，符合《中国药典》中关

于的冬虫夏草的鉴定标准，经过
DNA条形码鉴定与青海道地冬虫
夏草为同一物种。

该项目通过模拟天然冬虫夏
草形成条件，开展菌种分离扩培、
寄主幼虫高效繁育、感菌出草的核
心点技术攻关，前后获得3项国家
级技术成果和多项相关国家专利。

“冬虫夏草是一种名贵的滋补
品，其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已经
阐明，从先前的天然采集到现在的
菌体扩培，这种根本性的过渡也极
大丰富了它的产量和应用。我们
开展冬虫夏草菌种的分离、筛选和
规模化培养、寄主幼虫高效繁育、
蝙蝠蛾被感染的条件控制等技术
研究，可解决天然冬虫夏草采挖破
坏生态资源、冬虫夏草功效质疑、
重金属超标、市场产品鱼龙混杂等
产业发展问题。”陈超说。

据青海新闻网

本报讯（通讯员 温彦博）近日，随着柴达木
盆地多部钻机的轰鸣，青海油田2023年钻井累
计进尺突破100万米，是油田历史上最快一次
年累计钻井进尺突破百万米，创油田历史同期
最佳水平，为寻求勘探开发生产新突破注入了
强劲动能，为高原石油铁军在劳动竞赛期间奋
战夏秋生产黄金季鼓足了干劲，也为圆满完成
2023年年度各项指标任务提供了高效施工的
工程“样板”。

“只争朝夕，春勤秋获”。中国石油青海
油田分公司推进主题教育，放眼长远发展，将
复工复产作为头等大事，以开局即冲刺的节
奏，确保复工复产高效组织。今年以来，青海
油田牢固树立以设计源头为切入口，创新重
点井段“段长制”，保障关键节点管控全覆盖，
实现英东下盘、英西等复杂区块钻井指标创
新高。相较 2022 年，生产时效提高 3.43 个百
分点。

与此同时，青海油田各产建单位坚持
“因地制宜、因井施策”，形成了从钻机拆搬
安到优快钻进、中完、完井一体化的高质量
高效率生产提速完整链条。截至 7 月，油田
共有 42 支钻井队进尺过万，其中超两万米的
队伍达到了 17 支。2023 年产能建设任务已
基本完成，2024 年提前实施产能建设全面铺
开。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陶图
尕）海西州始终把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作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围绕“五大振兴”要素齐全，试点先
行，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试点
村建设，力争把全州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打造成美丽宜居、富裕文明、和谐平安的美
丽乡村。

该州目前已初步形成格尔木市新华村有
机肥产业链、德令哈市红光村田园综合体、都
兰县多村联动路衍经济、乌兰县茶卡村和巴音
村乡村旅游民宿、天峻县加陇村畜牧产业链等
一系列样板经验。2023年，海西州将在打造的
35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基础上，培育16个省
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及1个省级乡村振兴旅游试
点村。

同时，研究制定《海西州乡村振兴试点工
作指标体系方案》，细化分解乡村建设重点工
作任务，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围绕

“五大振兴”要素，形成“多规合一”村庄规划、
党委政府乡村振兴部署、组织人才建设、特色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13 个方面42 项指
标，督促各市县全面完成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2023 年度投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 11983.05 万元用于打造乡村振兴试点
村，实施项目 26 个；积极与住建部门沟通对
接，确定格尔木市大格勒乡菊花村、都兰县巴
隆乡雅日哈图村等 5 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与高原美丽乡村进行统筹整合打造；与浙江
援青指挥部沟通对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浙
江—海西“乡村振兴 1+1”试点工作的通知》，
从浙江省选出 7 个名村强村和海西州 4 个省
级乡村振兴试点村、3个发展基础优的村进行
结对帮扶，通过现场指导、联席会议、远程帮
扶等多种方式，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助
力结对村建设美丽乡村、培育富民产业、促进
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强
化党建引领。

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域玉树
州曲麻莱县，除了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位于曲麻莱县东南
部巴干乡团结村境内代曲河畔的拉觉悟生
态教育站。

长期以来，人员难组织、师资难选配、
活动难开展等问题一直是开展牧区教育培
训的难点和痛点，为了有效破解这些难题，
三年前，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阿拉善
SEE基金会、阿拉善SEE三江源项目中心共
同合作筹建下，拉觉悟生态教育站正式落
地。

过去，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对于远在
深山里的牧民群众来说，大多只能通过各
类媒体听到看到，而今，随着生态文明教育

站的成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
已深深烙印在江源儿女的内心深处。生态
专职教师多杰才丁告诉记者，牧民到教育
站学习，一方面要教给他们生态环境保护
知识，让牧民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以及群众参与对环境治理起到的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及时给他们讲解党的政策理
论，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主动挑起
保护三江源的担子。

拉觉悟生态教育站注重因人施教，积
极动员返乡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担任专职教师，依托少数民族讲师资
源，为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群众量身定制民
语版课程。拉觉悟教育站注重因地施教，
多讲“微故事”，善借“活教材”，通过“情景

课堂”深入人心，提供“沉浸式”体验，以“榜
样课堂”诉说交心，提供“启发式”体验。巴
干乡代曲村的才仁公才是这里的常客，这
次来听课，他还带来了同村的16名党员，他
激动地说：“现在有了教育站，我们在家门
口就能学习理论知识，每次来都有新的收
获，不仅能学到相关政策，还可以和大家一
起说说村里事，真的太方便了。”

今后，拉觉悟生态教育站将以“引智提
升、为民服务”为中心思想，在专家和志愿
者的帮助下，提升当地牧民的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和行动力，并通过自然体验、托儿
所、拓展销售等惠民举措，为曲麻莱县实现
生态环境保护和牧民经济收入协同提升提
供借鉴和示范。 （特约记者 范宗文）

柴达木盆地形成完整虫草生态扩繁技术体系

三江源上的“充电站”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秋上高原，昆
仑山下，枸杞簇枝头，农民采摘忙。8月28
日，青海省首届枸杞产业发展大会在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举行。此次大
会以“世界枸杞在中国，有机枸杞在青海；
国家公园，大美青海，绿色有机，青海枸
杞。”为主题，共分开幕式、专家研讨、启动
都兰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易
中心、现场观摩都兰县枸杞种植基地四场
活动，旨在聚焦青海枸杞产业发展，搭建交
流平台，加强宣传推介，为青海枸杞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高远的视野、更开阔的思
路、更务实的举措。

青海枸杞分布区主要在海拔2500米左

右，光照充足、土壤富含硒元素、面源和大
气污染少，果品产量多、质量高，开发价值
大，优势十分明显，发展潜力巨大。目前，
青海枸杞种植面积近50万亩，其中有机枸
杞基地面积 10 万亩，年综合产值达到 100
亿元，带动10万群众致富增收。

近年来，青海围绕打造“生态有机、高
原绿色、健康养生”为特色的青海枸杞“柴
达木”品牌，培育出“柴达木枸杞”和“神奇
柴达木”两个区域公用品牌。“柴达木枸杞”
入选中欧互认的100个地理标志产品，也是
全国唯一获得“双地标”的产品，目前有18
家企业获批使用“柴达木枸杞”国家地理标
志，柴达木枸杞已成为消费者喜爱的新晋

枸杞品牌，同时也是青海枸杞的品牌商标、
对外宣传的亮丽名片。

据悉，青海省始终坚持以有机枸杞
引领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国率先
启动有机枸杞标准化基地认定管理，自
2018 年至 2022 年开展青海省有机枸杞基
地认定工作以来，全省累计通过认定的
企业共 57 家，认定面积共 61 万亩，有力
推进了有机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目
前，青海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枸杞种植区、
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枸杞产业是生态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实践，青海已走出
一条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绿色
发展之路。

当家乡那片土地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需求，背井离乡便是唯一出路，于
是“空壳村”不断涌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势在必行，而都兰县香日德镇这个拥有23
个行政村的农业大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亦是迫在眉睫、任重道远。

激发产业“新动力”打通致富“活水源”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香日德镇作为农

业大镇、“柴达木粮仓”，资源在农业，优势在
农业，责任也在农业。近年来，香日德镇坚
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格落实“长牙齿”的
保护耕地措施，全面开展耕地“非农化”“非
粮化”及撂荒地排查整治，粮食种植面积从
2019年的10.69万亩增长至现在的11.87万
亩，农作物年均产量达8700万斤。同时，积
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探索发展
良种繁育，种植藜麦、玉米青贮草、杭白菊等
的基础上，鼓励发展青稞藜麦清选、粮油面
粉、糌粑馍馍加工及饲料加工销售等，大力
推进农业“种产销”一体化发展，产业链条持

续延长，产品附加值有效提升。
依托柴源蔬菜大棚和开泰农牧公司肉

食品加工基地及活畜交易市场，大力发展
绿色蔬菜种植和养殖业，蔬果品种达二十
余种，年产量达2000余吨；牛羊养殖规模持
续扩大，马、骆驼产业方兴未艾，牲畜存栏
量达9.92万（头）只。凭借交通区位优势和
浓厚文化底蕴，着力推进乡村文化旅游产
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初具雏形，群
众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加，人均可支配收
入连年实现7%的增长，返乡创业人员络绎
不绝。

织密民生“保障网”提振群众“精气神”
香日德镇始终坚持为群众撑腰，为百

姓托底，坚决做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开展劳务输出稳就
业行动，持续稳定护林员、草管员等公益性
岗位设置，大力引导村社企业用工优先聘
用困难家庭人员，提高群众务工技能水平。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医疗、养老保
险参保率均达95%以上，群众养老、就医负
担得到进一步减轻。时刻掌握适龄儿童入
学情况，切实保障每一名适龄儿童入学受
教权益。各族群众心无所虑、腰杆挺直，轻
装上阵开辟更加美好新生活的画卷。

凝聚乡村“向心力”打造生活“能量场”
香日德镇坚持“乡村治理，人人有责”

的工作思路，广泛动员群众勇当“设计师”，
争做“美容师”，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扎
实开展国土绿化美化行动，自觉维护公共
基础设施。充分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
为美好家园筑牢和谐稳定防线。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香日
德镇充分认识精神文明、乡风文明的重要
性，紧密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精神文明
创建，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厉行勤俭节约，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大力
弘扬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彰显民族精神。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江晓丹）

唤醒“空壳村”引得游子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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