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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唱响致富交响曲

本版文字编辑 啸宇

在致富路上，乌兰县茶卡镇巴音村越走越稳，越
走越勇，不断奏响一曲曲富裕交响曲。

回乡，希望的种子在生长
赵永龙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说起话来有一

些腼腆但眼神很坚定。大学毕业后他在新疆工作、
安家，一待就是11年。2016年，他决定携全家返乡，
回到他成长的地方——乌兰县茶卡镇巴音村。

刚毕业那会儿，他的工作是在化工厂做技术
员。十几年间，他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逢年过节，
返乡创业的想法难以抑制。2015年家里出现变故，
返乡的想法愈发强烈。经过了解，赵永龙发现，家乡
的土地上有一颗“种子”正在扎根发芽，未来一定会
枝繁叶茂。借助茶卡盐湖旅游快速发展的“东风”，
家乡有人已经开始盖起了房子、做起了民宿，不必离
开故土和家人也能挣钱养家。他立马启程，踏上归
乡的路程。

回到家乡，让赵永龙找回了对生活的期待感。
“一回来，就跟着村里的老书记盖房子、装修，尝试把
民宿做起来。当时回来身上存款不到5000元，贷款
40万元做了民宿，自己一点儿也不怕，就是觉得有
希望。”说到这里，他脸上笑容灿烂。2017年年底，
他当选为村委会主任，2020年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如今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的35户人家全都做
起了民宿，日子和以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觉得家乡用全新的面貌接纳了他的回归。

搬进巴音新村，走向富裕大道
“巴音”，蒙古语意为“富饶”。这座以“巴音”命

名的村庄，饱含着村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2013年之前，茶卡镇巴音村和茶卡村的村民分

别住在20公里和7公里以外的老村里，家家都是土
房子，以种植青稞、油菜和饲养牛羊为生活主要来
源，农闲时间外出打工，每家年收入仅有四五千元。
2013年通过城乡一体化搬迁项目，巴音村从小水桥
整体搬迁到茶卡镇，全村群众通过流转土地、草场，
在镇区、旅游景区打工，经营农家乐、牧家乐、餐饮、
家庭宾馆等方式增收。

如今的巴音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坦干
净的巷道停放着越野车、小轿车、小货车，村民的生
活品质有了明显改善，人人都变身成了发展旅游产
业的小老板。2022 年，巴音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000元左右。

团结，共育幸福果实
巴音村从一个贫困落后的村庄变成名副其实的

“富饶”村，这一系列的变化离不开各族村民们的团
结一心，互帮互助。

巴音村，有汉族、蒙古族、藏族等多民族群众居
住，“村两委”积极争取上级支持，配齐配全巴音村农
家书屋的图书、宣传资料及相关配套设施，进一步增
添蒙文、藏文等民族文字书籍，充分利用各种节日，
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群众性文化生活，潜移默化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完善村规民约，将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经常、融入日常，培育村民之
间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进步的良好村风。

（特约记者 谢青玉）

本报讯（特约记者 浩尔娃 巴图那生
付盛 吴婷婷）野驴、大头盘羊、羚羊撒欢奔
跑，黑颈鹤、金雕在湿地悠然翱翔，高原鼠
兔、旱獭在草原灵动出没……这里是都兰
县巴隆乡阿拉克湖“国家湿地公园”，是众
多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心中向往之地。近

日，记者在该地拍摄到了很多野生动物。
从巴隆乡出发，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区公

路向阿拉克湖行进。沿途的人文遗迹、山野
风光以及频频出没的野生动物令人惊叹，相
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在山峦雪峰环抱
之中，一个闪着银光，美丽浩瀚的湖泊映入

眼帘。湖畔水草茂盛，山花盛开，宛如一幅
美丽多彩的风景画镶嵌在高天厚土之间。

阿拉克湖位于都兰县巴隆乡山区，是
柴达木地区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柴达木河
上游主要的内陆吞吐湖。阿拉克湖分布
着青藏高原大多数种类的珍稀物种，是黑
颈鹤等珍稀候鸟夏季理想的栖息地。据
统计，都兰县境内现有脊椎动物 13 目 37
科 73 属 93 种，受国家及省级保护的鸟类
有31种之多，占所有鸟类近二分之一；受
国家及省级保护的兽类有17种，占总数的
近三分之二。其中有6种珍稀动物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物植种国际贸易公约》中。
近年来，都兰县健全野生动物疫情监测体
系，全面提高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水平，
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加强对青
海柴达木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兰
分区的管理，巩固都兰生态优势，为打造
美丽中国“青海样板”作出新贡献。

“我们将全面加强林地管理，加大对所
在辖区林地资源及森林资源破坏行为的查
处力度，加强巡护力度，积极配合上级部门
做好督查巡查工作，加大对护林员的培训
力度，及时发现占用林地、破坏林地的行
为，切实杜绝未批先建的现象发生。”都兰
县巴隆乡林业站站长旦木登加说。

一望无边的田野里，金黄的麦浪谷粒
饱满，收割机“马力十足”在田野里来回穿
梭，将一道道金黄的麦子尽收“腹中”，眨
眼工夫，便完成了割麦、脱粒、扬场、入袋
等环节，机械化作业为农民秋收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这是乌兰县柯柯镇南沙沟村

农机服务队助农秋收的“开镰”场景。
近年来，柯柯镇紧紧围绕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耕地、种植、植保、
收获等主要生产环节为重点，积极引进先
进适用的农机化新技术、新装备，全力推
进南沙沟村农机服务队全程全面、高质高

效发展，夯实粮食持续稳定丰收的根基，
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

这两天，天高气爽秋意渐浓，在南沙
沟村的田间地头，各类现代化农机装备纵
横驰骋，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稳
定粮食生产面积、实现粮食增产增收保驾
护航。

“以前收麦子的时候，总要联系外面
的收割机，而且经常联系不上。现在好
了，我们村自己有了收割机，就可以及时
抢时间收庄稼，而且费用还比外面便宜，
有了村里的这些‘大家伙’，我们真是省心
省力又省钱。”村民谢寿连高兴地说。

南沙沟村以乡村治理为引擎，以产
业发展为目标，成立农机服务队，开展

“订单式”“跨区域”农机作业，提供“一
站式”农机服务。农机服务队成立以
来，为全镇及周边乡镇、合作社、农户提
供撂荒地整治、土地耕种、农作物收割
等多项优质高效的有偿服务，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

（特约记者 浩尔娃 通讯员 朱登勇）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为持续推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各项促进
农牧民致富增收形成长效机制，海西州近日印发出
台《海西州促进农牧民增收二十条措施》。

《二十条措施》从产业提升、稳定就业、村集体
经济发展、政策性兜底等方面，制定促进农牧民增
收二十条实施举措，明确细化措施内容，把稳就
业、促增收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促进农牧民实现
增收。其中，产业基础提升方面，明确实施农作物
单产提升行动，稳住粮油菜产量，大力发展饲草产
业，稳步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
工和乡村旅游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防范自然灾
害；稳定就业方面，明确持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大力开展农牧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打造“枸
杞采摘”劳务品牌……一系列“硬核”举措的出台，旨
在全面带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

此外，《二十条措施》明确，各地区、各部门要落
实促进增收责任，研究制定本地区、本行业促进农牧
民及脱贫人口增收具体计划和措施，定期会商研判，
加强工作调度，严把统计关口，确保实现“两个高于”
目标任务。

本报讯（特约记者 刘法营）2023 年，
海西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
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围绕
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持续发力，全面维
护生态平衡，在青海高原西部努力筑起柴
达木生态安全屏障。

围绕建设柴达木千里防风固沙长廊，
海西州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生态保护
和建设重大工程等为依托，重点开展祁连
山、青海湖流域、三江源等重点区域生态
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以保护和恢复林
草植被、减轻风沙危害为主要举措，重点
加大城镇周边、绿洲、交通干线和生态区
位特殊地区沙化土地治理力度，完善全民
义务植树机制，提升义务植树的全民知晓
率、尽责率和管护水平，到2025年，努力使
全州森林覆盖率达到4.35%。

以加强林草和荒漠生态系列保护作
为有效抓手，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
林、退化林修复、国家重点公益林等专项
生态建设工程，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能力建设，推动森林生态系统功
能实现稳步提升。严格落实禁牧和草畜
平衡制度，大力加强退化草地治理和草原
有害生物防控，加快恢复草地生态调节功
能。加大现有荒漠植被保护力度，推进次
生盐碱地改良和植被恢复，提高柴达木盆
地防风固沙能力。

结合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所需，统筹

安排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建设，深入推进柴
达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黄河流域
上游生态保护等工程，锚定改善祁连山南
麓、柴达木盆地的生态环境目标，强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提升山体、河湖、湿
地、森林、草原、荒漠、冰川等自然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进而充分发挥和挖
掘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独特价值。

秋日赴一场与“高原精灵”的约会

倾力打造柴达木生态安全屏障

“沙沟铁军”开启秋收第一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