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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海东旅游）近日，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全省38家旅
游景区确定为国家A级旅游景区。其中，
海东市河湟文化博物馆、乐都区卯寨景
区被评定为国家AAAA级景区，平安区
石碑瑞丰生态旅游景区、乐都区花果山
休闲旅游景区、循化县冈拉梅朵旅游景
区、循化县乙日亥花海景区、互助县松
多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化隆县阿河滩地
质文化村旅游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AAA
级景区。

河湟文化博物馆位于海东市乐都
区文教路东侧，是以展示河湟文化为主
题的综合性地市级博物馆。上展文物有
石器、陶器等17种品类近1180件（套），
博物馆建筑外形，继承和创新了“河湟
建筑风格”，汲取院落、庄廓、廊檐等河
湟建筑文化元素于一体。

乐都区卯寨景区位于海东市乐都
区高庙镇卯寨沟新庄村，因地处古代官
道驿站而得名“卯寨”。距乐都城区13公
里，柳湾遗址3公里，是依托当地乡土民
俗、挖掘河湟文化，着手打造的一处农
业休闲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平安区石碑瑞丰生态旅游景区位
于海东市平安区古城乡石碑村，总面积
200000平方米。依托周边山水资源及乡
村田园开展花海观光、乡村度假、特色
农作物种植与农作物科普等乡村旅游
项目，设立游客中心、停车场、游步道、
餐饮、旅游厕所及标识系统等设施，并
结合村庄民居开展农家乐与乡村民宿
等旅游接待服务。

乐都区花果山休闲旅游景区位于海
东市乐都区高庙镇东村，距离乐都区中

心13公里，总占地面积600亩，景区内有
樱桃采摘园、乐都沙果、乐都软儿梨等百
余亩采摘基地，还有河湟传统民居大院、
音乐喷泉、休闲场所、园林景观等，能为
游客提供餐饮、住宿、露营、烧烤，特色农
家菜及法式铁板烧等旅游服务项目。

循化县乙日亥花海景区位于循化
县白庄镇乙日亥村，距县城17公里，平
均海拔2170米，“乙日亥”藏语意为“美
丽的地方”，撒拉语意为“遥远的地方”。
整个村落西高东低，错落有致，绿树环
抱，山水相间，自然风光独特，有“灵秀
乙日亥，绿色风景线”的美誉。

互助县松多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位
于互助县松多藏族乡松多村，距县城威
远镇42公里，平均海拔2800米。松多村
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华锐部落的聚集地
之一，也是华锐藏族民俗保留最完整的
村落，人文底蕴浓郁。

化隆县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旅游景
区位于化隆县甘都镇，是一个纯撒拉族
聚集的古村落，村内有古老的清真寺、
千年老榆树、青绣园、特色农家乐等，该
村服饰、饮食、民居、宗教、婚礼、文娱等
多个文化层面都蕴藏着撒拉族悠久的
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海东市新增8家国家A级旅游景区

仙女果从东北“远嫁”来西北的这
数十载，7 万多棵仙女果树成为海东市
乐都区洪水镇高家湾村山头上的亮丽
风景线。仙女果学名“锦绣海棠”，树壮
叶厚、抗旱耐寒，耐紫外线照射，适合在
乐都区种植。

来自东北的仙女果“远嫁”到西北，
而且目的地是一片草都不长的荒山，并
非易事，这一切归功于海东市靓柱林农
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韩常宽。

“在青海种植仙女果，往山上修路、
引水、运肥等，都挺困难。”韩常宽回忆

说，2013 年，还是高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的韩常宽只身前往吉林省，想到东北寻
找一种适应在家乡山坡上栽种的果树。

“因为东北的冬天寒冷、时间长，这
一点与我们西北高原上的气候有一定
的相似性，我想在这里寻求能适应青海
生长的果树。”韩常宽说，当时，在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的帮助下，他很快就找到
了耐寒、耐旱的仙女果。

2014年，韩常宽从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引进了10棵仙女果树，并把它们栽种
在“连棵草都不长”的荒山上。当年，家
人朋友都在劝说韩常宽放弃，但好在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韩常宽的精心呵护
下，仙女果长势喜人，第二年就挂果了，
红彤彤的煞是喜人。

经过十年的生长繁衍，现如今，仙
女果树遍布高家湾村的山上，并成为能
带动村民务工增收的特色产业。

“仙女果十分受欢迎，现在大家都
从网上订货，今年没有滞销的果子。”韩
常宽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订单：北京市
订购16箱、江苏省订购12箱、深圳市订
购 20 箱……韩常宽说，在这 47 公顷左
右的种植基地里有将近 7 万棵仙女果
树，即便今年仙女果受到冻害影响产量
有所减少，但依然有将近4万公斤，不仅
为公司，也为周边村民带来不少收益。

目前，该种植基地常年用工人数达
到23人，都是本村或者周边村的劳务人
员。“有些年龄较大的妇女，不能外出务

工，家门口的种植基地就能帮她们解决
没有收入的问题。”韩常宽说。

“我们不仅有工资拿，还学到了种
果树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蒲台乡羊起
台村村民严维国说，他在基地务工，包
吃包住，还有满意的工资，所以干得很
起劲。

让周边村民高兴的还远不止有了
就业岗位。严维国指着漫山遍野红绿
相间的果树林笑意盈盈道：“没有这个
基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山，也
没有上山的道路，现在的风景真不错。”

在种植仙女果之前，你若来到高家
湾村将会看到另一番景致：山高坡陡，
荒漠蔓延。如今，昔日的荒坡上长了
草、种了果树、结了果实。站在山上放
眼望去，山坡上、沟壑间，一串串红彤彤
的仙女果漫山遍野，压满了枝头。

“未来，我想继续把种植面积扩大，
然后想方设法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劳动，
成果共享。”谈及未来，韩常宽说，他想
做仙女果的精深加工，如果汁、果酱、果
干等，以此壮大仙女果产业，让周边村
民共享发展成果，还将把公司打造成为
无公害、绿色、有机果蔬产业的代表，有
效带动洪水镇高家湾村规模化、产业化
和生态化发展。

在高家湾村，红彤彤的仙女果映红
了村民们的好日子，漫山遍野的仙女果
是丰收的希望，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特约记者 赵新秋）

本报讯（通讯员 青观）近日，沿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巴燕镇乡道一路往北，沿途漫山遍野金灿灿的麦子犹如
金色的毯子铺展在道路两旁，来到金家庄村，村民冶进录
正准备去地里，他说：“麦子马上就要收了，往后我的0.4公
顷地要交给村集体统一种植，我老两口就轻松了……”

冶进录所说的“统一种植”就是今年化隆县委县政府
探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
径——“党建引领，统一种植，共同致富”。巴燕镇金家庄
村是化隆县“统种共富”模式试点村之一，村民将自家“小
田”入股到村集体成立的合作社，土地经过推平地界、沟
壑、田垄，将“小田”变“大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耕
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村民入股后，每0.066
公顷地有60元保底金，秋收后还能按净收入的70％进行
分红。金家庄村有66.66公顷土地入股到合作社，眼下，
等地里的农作物收割后就要开始平整土地了，村党支部
书记冶成良看着土地俯瞰图信心十足。他说：“以前把土
地流转给种植大户的，0.066公顷地收入20元至30元，自
种的收成也不是很好，现在不仅有60元保底金，还能请
专家指导我们科学种植，效率高、产量高、收入好！”金家
庄村属浅脑山地区，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脱贫户87户
342人，现有耕地124公顷。但是，全村近三分之二的人
口常年在外务工从事拉面产业，人口空心化问题突出，加
上耕地细碎、分散，种植效率低下。按冶成良的话来说：

“小农经济形不成规模，效益上不去不说，还把人‘绑’在
了村里。”对金家庄村97户入股合作社的村民来说，“统
种共富”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脱开了身，还拿到了钱。作
为金家庄村“统种共富”的带头人，冶成良信心满满，因为
他心里有一笔账算得很清楚。冶成良笑着说：“地推平
后，预计多出5%的土地，意味着村集体收益变多，统一种
植后成本降低、收益增加，不计劳力的情况下，每0.066公
顷地纯收益在 520 元左右，比农户自种收益提高 30%左
右。”冶成良说，“统种共富”是民心所向的大实事，村民从
土地里“解放出来”，增加了非农收入，村里的脱贫户和富
余劳动力还能到合作社上班，这件事从始至终没有反对
的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 互宣）高原的9月，处处是丰收的喜
悦。在彩虹故乡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3000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一茬茬的露天蔬菜，笔直挺立的长白葱，圆
滚滚的洋芋蛋，处处呈现出一幅产业兴旺的美好景象。

如今的互助县，凭借充分发挥“双国家级”现代农业
园区优势和“九三学社院士工作站”资源优势，通过加快
培育多样化品种，让“七彩农业”成为撬动地方经济发展
主引擎，给当地带来真金白银的收入。

在产学研带动下，互助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已
达90%、主推技术覆盖率达95%，成功引进和培育农作物
新品种470个、新技术35项，种植效益和产业市场竞争力
在不断提升。

“我们按照‘一个产业一名专家、引入一个人才团队、
培育一支本土人才队伍、提升发展一个产业’的思路，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组建7支专家团队，启动4个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引进省内外专家40名，通过开展技术下乡服
务活动共同促进产学研结合、新品种引育和新技术示范
推广，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市场。”互助县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目前互助县建立特色制繁种基地1.33万公顷，
其中果蔬播种面积5103.33公顷，建成高原露地蔬菜生产
基地48个以上。通过依托特色产业优势，积极打造“七
彩农业”观光旅游种植带，拓展农业观光旅游产业、农事
体验活动、农耕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形成农业“接二连
三”多模式融合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祁占钰） 为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平安区纪检监察信息工
作，平安区纪委监委从高度重视、突
出重点、严格把关、强化考评四方面
入手，压紧压实信息工作任务，提升
信息工作成效，全面展示纪检监察各
项工作，充分发挥信息决策参考和指
导工作重要作用。

据悉，平安区纪委监委高度重视

信息工作，按照强基础、提素质、抓
质量、建制度的工作思路将纪检监察
信息工作与各项重点工作同安排、同
部署、同落实。同时，按照新形势下
纪检监察信息工作新要求，坚持围绕
中心、突出重点、紧贴热点，及时反
映各方面工作情况。

严格规范信息工作审批程序，明
确从拟稿到报送环节的责任划分，确

保信息拟稿、编辑、审核、审批、报
送、发布、归档过程规范化。

平安区纪委监委还建立交流激励
机制，及时把信息推送到工作微信
群，在激励供稿乡镇 （街道） 和部室
的同时，让各部室和乡镇 （街道） 纪
（工） 委之间及时分享经验做法，互相
交流学习、取长补短，营造浓厚的宣
传“比学赶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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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隆县：
小田变大田村民共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