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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云雾缭绕，山间森林密布，大通
县斜沟乡上窑洞庄村的树蛙部落，一栋
栋造型各异的奇趣树屋宛如宝盒一样

“长在”绿水青山间。
清晨醒来，一整面通透的弧形玻璃

将阳光洒进屋内。
“休息好了吗？走，我带你们去寻找

土拨鼠的踪迹。”树蛙部落工作人员马桂
萍，对住在荷叶树屋的游客小吴一家说
道。

处暑过后，高原古城大地寒意渐浓，
却依旧抵挡不住人们前往这座青海首
个、国内海拔最高的树蛙部落亲近自然、
感受自然。

村里迎来了致富村里迎来了致富““金屋金屋””

“村里迎来了致富‘金屋’。”大通县
斜沟乡上窑洞庄村村民韩生桂至今还清
楚地记得，前些年，这个小山村，房屋破
旧不堪、环境脏乱，群众生活困难。

和许多山村一样，曾经的上窑洞庄
村由于地处脑山地区，面临着离县城较
远、交通不便等发展桎梏。但实际上，距
离宁张公路约 10 公里的这里依山傍水，
森林覆盖率高出全县平均值，是不可多
得的“世外桃源”。

为了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
伐，大通县以东西部协作项目发展为契
机，与乡伴文旅集团达成合作，依托良好
的生态资源优势，在上窑洞庄村建设新
自然主义野奢度假目的地——树蛙部
落。

草木山林，流水潺潺。白云、雪山、
野花、牛羊点缀着高原独特风光的画卷。

“生态保护与文化融合是树蛙部落与
大通县合作的两大关键词。树蛙部落从
设计、建设到运营都秉持生态友好理念，
将尊重自然以及可持续性放在第一位。
不仅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还打开了大
通县全域旅游、四季旅游的新局面，推动
乡村旅游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大通县
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游客来了一拨接一拨游客来了一拨接一拨

三角屋、荷叶屋，别具一格的树蛙部
落在山谷中若隐若现。

“第一次来，我就被这里吸引了，空
气好、景色美，跟大自然亲近得多了，心
情也特别好。”来自南京的严扬表示，下
次一定会带女儿一起过来。

“我喜欢树蛙部落的帐篷式客房，里
面的木质、石材装饰很有质感，每天与雪
山共眠、枕着河流声如梦，很是放松。”来
自浙江的小吴告诉记者。自从来到这
里，就不想离开了，窗外是开阔的高原草

甸，远眺是雪山，近处是潺潺流水，远离
尘嚣，亲近自然，美不胜收。

以打造高端深度精品游路线样板为
目标，充分实践“数实融合、流量赋能、产
业 IP 化”，以徒步、溯溪、露营、超浪音乐
节等活动为载体，颠覆传统民宿单一形
态，今年5月底，占地面积约为11.88亩的
树蛙部落正式开业，建设装配式公共服
务区1处、特色民宿三角屋6栋、360度沉
浸式景观的荷叶屋2栋。

“自开业以来，我们开展了树蛙部落
暑期营、户外婚礼、大型团建、研学等活
动，接待省内外旅客超5000人次，实现营
业收入近30万元。每月数据均呈上升增
长趋势，7 月同比 6 月增长 120%；8 月目
前已实现超 200%增长，单月营收有望突
破 18 万元。”树蛙部落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今年暑期树蛙部落平均入住率已
超过 70%，市场声誉及销售量均在稳步
提升中。

小山村成网红民宿打卡地小山村成网红民宿打卡地

“我觉得我和树蛙很有缘分。”上窑
洞庄村村民马桂萍笑着说。当时她在西
宁打工，虽然每个月的收入还可以，但是
无法陪伴孩子们，为了照顾孩子，她辞去
工作回到家中，正巧树蛙部落在招聘员
工，她决定去试试。

“我们选定大通县区域内村集体经
济薄弱的 3 个村，带动村集体发展，受益
对象为选定村村集体及所有农户。同
时，为村民提供 50 个就业岗位，增加务
工收入 150 万元。”大通县发展和改革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前，扛着锄头，养些牛羊，辛苦一
年也赚不到几个钱。现在不一样了，村
里建成了树蛙部落，村民们就业多了好
去处，大家越干越有劲。”村民老马感慨
道。

上窑洞庄人“嗅”到了致富机会，不
仅去树蛙部落应聘就业，还选择在村道
上摆起摊，做各自的拿手小吃酿皮、酸
奶、狗浇尿等。“小吃很是畅销，每天都有
游客来购买呢。”村民马兰高兴道。

据了解，树蛙部落的员工大多来自
附近的村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项目
实施过程中，实施单位按照就地就近原
则，鼓励采取“以工代赈”的模式，优先吸
纳有意愿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低收
入群体及农户参与工程建设，实行同工同
酬，劳务报酬不低于当地农民工平均工资
水平。项目建成后，带动周边乡村农家乐
增加收入，促进农户农产品销售。与周边
乡镇形成农文旅融合产业，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助力打造“大美大通”。

如今的斜沟乡上窑洞庄村“手握”这
张亮眼的名片，吸引着各地游客来这里
避暑娱乐，昔日里安静的小山村变成了
旅游网红民宿打卡排行榜的“常客”。

“今后，我们将继续立足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深挖乡村旅游资源禀赋，推进
全域旅游，建设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标杆
和典范，通过销售农户农产品、吸纳本地
村民就业、分红等方式，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发展。”大通
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樊娅楠）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日前，青海省第三季度
好人、西宁市第二季度好人名单发布，西宁晚报报
道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事迹中的两名当事人获青
海好人，三人获西宁好人。

青海省第三季度青海好人、西宁市第二季度
西宁好人评选中，西宁晚报报道的党员徐辉在湟
水河边英勇救人、壮烈牺牲的事迹，牵动了全国
网友和读者的心，“我下去了！”是徐辉留给世界
的最后一句话。徐辉被西宁市、城东区两级部门
授予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的荣誉称号。青海省第
三季度青海好人评选中，徐辉被评选为青海好
人；西宁市第二季度西宁好人评选中，徐辉被评
选为西宁好人。

在青海省第三季度青海好人评选中，西宁晚报
报道的另一位见义勇为好人是回族干部马良。年
轻的妇联干部马良周末在家乡黄河岸边看到有两
名女子坠河，他先后两次跳入湍急的河流中勇救落
水女子。其中一名女子被救起，可惜的是第二次跳
入河中救起来的女子不幸遇难。

在第二季度西宁好人评选中，还有一名见义勇
为的老人，他就是本报报道的带病跳进南川河托举
生命的王武玲。王武玲看到有一名女孩坠河，万分
紧急的情况下，他不顾自己本来就有重病的身躯，
用单薄的身体，一次次将落水女孩托举，最终在多
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挽救了一条生命。

除了徐辉、马良、王武玲，西宁晚报报道的拾金
不昧环卫工人赵长菊，入选了西宁市第二季度西宁
好人。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作为党报，西
宁晚报以媒体的责任和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用一次次追踪、调查、采访还原一个个发生在青藏
高原，发生在幸福西宁的暖心故事，传递社会正能
量，让一个个“好人”走上榜样的舞台，得到政府和
社会的肯定，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也
为建设更美、更文明的现代化新青海和现代美丽幸
福大西宁作出媒体贡献。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日前，记
者从市商务局获悉，聚焦产业“四地”
建设，我市稳定发展预期，提升市场
活力，推动高水平开放，加快参与国
际经济合作，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
促共进，外贸进出口保稳提质，先后
与全球 102 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
路”30 余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贸
易往来。

据悉，我市立足在“一带一路”六
大经济走廊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
略地位，打通不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堵点，
畅通“走出去”“引进来”双向通道，积
极融入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先后开
通西宁至曼谷、东京等“一带一路”沿
线重点城市国际航线，打造海陆空立
体化内外衔接顺畅的物流通道，开行

西宁—比利时、俄罗斯—西宁中欧班
列、西宁—越南同登国际货运专列，内
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加快形
成。

我市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助
推“四地”建设，立足地方特色优势产
业，支持引导基础化工、锂电储能、光
伏等产业转型发展，建成藏毯、特色浆
果2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和新能源新材料、特色轻工、化工及金
属材料3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
地。今年上半年我市完成进出口总值
20.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7%，占
全省进出口的78.8%，其中进出口千万
元以上企业33家。锌矿、镍矿砂、铝矿
等大宗矿产品和肉类、硅料进口规模
不断扩大，太阳能电池组件、PVC、多
晶硅半导体、地毯、坯绸、铝材和铝板、

硅铁、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等出口大幅
增长。

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全国一张清单，“非禁即入”。对
外商投资企业、个人全面落实各类市
场一致的准入管理措施，激发有效投
资空间，构建更加开放、便利、公平的
投资环境，创造优良公平的营商环境。

今年上半年，全市开行国际货运
专列 8 列，出口 PVC 及片碱共 11479
吨，涉及金额约6200万元。开投公司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再生铝，搭乘兰
州号班列抵达国内，首次实现兰西城
市群间班列货物集拼。据统计，上半
年综保区完成进出口总值3.2亿元，同
比增长266%，占全市的15.7%；完成跨
境电商交易额 1.83 亿元，跨境电商已
成为外贸进出口的稳定器。

本报讯（记者 晴空）在日前举行的全国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中，西宁市分别荣获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全民活动城市组三等奖”
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大赛团队赛道三等
奖”双料奖项，并获得“垃圾分类榜样团队”称号和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识创意作品征集大赛
logo赛道入围奖”。

今年 5 月，以“让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为主
题的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青岛拉
开序幕。我市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广泛动员，积
极参与各项活动。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全民
活动中，以“垃圾分类齐点亮”微信小程序为载体，
市城管局积极发动市民参与线上打卡、体验分类
互动、点亮城市地标等21天培育生活垃圾分类习
惯养成主题活动，点亮了城市垃圾分类地标。在
参与排名的 297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按照参与度
评选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30 个，三等奖 60 个，我
市荣获三等奖。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大
赛活动中，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9支参赛队伍进
行比拼，我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选派 5 名垃
圾分类从业人员组建精干队伍参赛，并取得三等
奖的优异成绩。

荣誉背后，是我市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取得的良好效果。近年来，作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主管部门，市城管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通过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发挥示范引领、推
进源头减量、补齐短板弱项等措施，逐步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迈入法治化、标准化、常态化轨
道。

树蛙部落，村里的致富“金屋”

西宁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

与与10210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文明健康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绿色环保

西宁晚报报道的他们西宁晚报报道的他们
入选省市好人榜入选省市好人榜

好消息好消息！！

我市斩获双料奖项我市斩获双料奖项

海龙摄海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