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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大通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55..7979亿元亿元

230头梅花鹿在这里安家啦！
9月12日下午，历时2天的首批230头梅花鹿从东北顺利到达

湟中区群加藏族乡上圈村的梅花鹿养殖基地，正式在宽敞明亮的
现代化鹿舍安家，标志着群加藏族乡梅花鹿养殖项目正式启动。

当日15时，载着梅花鹿的大货车缓缓驶入养殖场，早已等待
多时的众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来迎接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生性胆小的梅花鹿瞪着大大的眼睛左看看、右盼盼，谁也不肯
先出来。最终，在管理员的诱导下纷纷跳下车，像撒欢的孩子一
样，一路跑进新鹿舍。

首批 230 头梅花鹿，每一头都体格健硕、毛色光亮、富有活
力。在群山环抱的掩映之下，梅花鹿更显灵动活泼。

据了解，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是2022年湟中区重点项目，项
目总投资3453万元，新建鹿棚42个及辅助设施。目前养殖基地工
程基本完工，基地已经通电、通水、通路，一座座鹿舍拔地而起，部
分基础设施也正在完善中。

养殖基地坐落于湟中区群加藏族乡上圈村，这里气候温润适
宜，草木葱茏，是梅花鹿的理想安家地。湟中区选择将群加乡作为
梅花鹿生态养殖基地，更是想让群加藏族乡的村民，既能拥有美好
的生态环境，同时口袋也能“鼓”起来。

“今天我们第一批230头梅花鹿终于到达入圈，预计10天以后
其余鹿也会到达，这个总数820头鹿的生态养殖项目，能带动当地
百姓参与务工50余人，增加务工收入1.5万元。在产业经济效益
方面，预计三年扩繁期后，能达到 1100 头的规模，每年收入达到
400万元左右。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我们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致力打造‘云上群加’生态旅游目的地，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湟中区群加藏族乡乡长汪金花介绍道。

村里有产业，就能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闫永梅是群加乡
上圈村村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里务工。她边干活边和记者聊了
起来：“家门口有了养殖基地，在家门口打工方便又实惠！”

赵刚是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有着5年养殖梅花鹿的
经验。说起梅花鹿，他是滔滔不绝，赵刚兴奋地告诉记者：“目前，
我们养殖基地有10栋棚，总共有42个圈舍，存栏量能达到1100头
到1200头，每年的出栏量能达到400头到500头。除了活体鹿的出
栏还有鹿茸、鹿肉、鹿血等，后期的培育项目也在计划当中，预计明
年能培育 120 头具有青海高原特色的、产能高的高原梅花鹿品
种。”

据了解，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血、鹿肉等拥有较高的药
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市场前景好。相较于牛羊养殖，梅花鹿耐粗
饲、不挑食，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饲料成本也比较低，是一种
百草性动物，特别好养殖。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刚说：

“通过这几年养殖发现，湟中区这里的气候、环境、地理位置，对梅
花鹿的生长和繁育都比较好。”

未来，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将走一条以梅花鹿生态养殖、鹿产
品精加工、休闲观光为一体的发展道路，推动特色旅游业的发展，
用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近年来，群加乡坚持提质增效，做优特色产业，大力推行产业
链“链长制”，引进优质项目1个，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200多万
元。注资100万元成立群加乡村振兴国有投资公司，争取各类资
金7469.4万元，实施梅花鹿养殖、羊肚菌种植基地、“云上群加”生
态乡村旅游项目，乡村振兴在产业兴旺中迈出关键一步。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230头梅花鹿安家湟中区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今天我现场参观了50多种常见药用植
物，讲解员还讲了药用植物基本形态、野外生存状态以及基本药用
价值，让我对传统中医药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市民高女士在参观
完我市北山林场药用植物林下种植示范科普园后告诉记者。9月
17日，以“加大生态科普力度 助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主题的
2023年全国科普日生态科普主题分会场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在西宁
北山美丽园举行，活动现场综合宣传展示青海林草生态建设成果、
动植物科普知识、西宁南北山绿化建设与保护成效等。

据了解，本次科普宣传教育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科技自立自强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的积极行动，也是展示我省
林草多年建设和保护成效的重要契机。活动通过现场参观和自
然体验，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省生态特点、生态建设
巨大成效，提升对自然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认知认识和感受感悟，
夯实科技兴国、自立自强的创新意识，不断激发助力青海生态文
明高地建设的能动力和创造力，在全社会营造起爱护自然、保护
生态的浓厚氛围，为建设大美青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活动现场通过展板展示、现场讲解等方式，让参观群众了解青
海生态建设成效。同时，参观了药用植物林下种植示范科普园和
西宁市北山林场自然教育馆，不仅让大家现场参观了多种常见药
用植物，了解药用植物基本形态、野外生存状态以及基本药用价
值，还让大家通过聆听讲解、观看标本和图片，了解以森林为主题
的生态系统，认识森林动植物，提高对森林和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
意识。

此次科普宣传教育活动9月17日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25日，
对生态环境保护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参观。

本报讯（记者 晴空）湟源县大华
镇坚持系牢党建纽带，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网格
治理作为夯实基层基础、提升乡村治
理能力中的“小切口”，注重基层精细
化治理，织密织牢基层治理“红色网
格”，不断畅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
梢”，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
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党建+网格”贯通融合。以村社
网格为基础，设置农村兼职网格员
296名，将“两委”委员、村警、农村无
职党员、巡河员、护林员等纳入91个
基层“网格”，形成了“突出问题联治、
平安建设联创、矛盾纠纷联调、社会

治安联防、重点工作联动”的基层治
理“五联”融合模式，全面推动基层治
理有实招见实效。

“警格+网格”双网联动。以深化
“党建+网格+警格”融合联动为抓
手，建立村级警务室，积极探索“穿警
服的副书记”“一村一警”基层治理新
模式。设立镇司法所驻派出所调解
室、“老徐调解室”，实现警调对接、两
所联建，加快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服务体系。

“分类+分片”精细管理。针对
池汉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易地搬迁
农户多、治理难度大等突出问题，融
合“大社区”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网

格+楼栋+党员”管理机制，成立村
民管委会，积极探索红色物业深度
融入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同时，根
据治理重点的不同，在其他各村实
行“一名党员负责一条巷道，一名卫
生员负责一个片区，一名护林员负
责一片林区，一名村干部联系一个
社”的管理模式。

湟源县大华镇将坚持用党建引
领“金钥匙”打开基层治理“千把
锁”，持续开展小网格撬动基层大
治理工作，完善组织架构，推动问
题解决在网格，幸福聚集在网格，
联合基层自治力量构建基层治理新
格局。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唯）推进产
销基地规模化建设，推进农牧生产集
约化发展，推进农畜产品绿色化转
型，推进农业品牌规范化运营……大
通县坚持把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作为筑牢西宁北部生态屏障
和建设全省经济强县的重要抓手，上
半年，该县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5.79
亿元，同比增长5.2%。

大通县锚定走在前、作表率的
要求，全面推进农牧生产集约化发
展，建成高标准农田 43.32 万亩，标
准化蔬菜日光温室 3295 栋，农业园
区 28 家，市级优秀“菜篮子”生产基
地3处、千亩露地绿色标准化蔬菜生
产基地6处、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
园4家。形成万吨级产能的小麦、青
稞、油菜籽加工基地5个。推进现有

65 家规模养殖场生态化转型升级，
培育形成大通牦牛养殖专业乡2个、
优质奶源专业村2个、规模型乳制品
加工企业 2 家，创建万头生猪基地 1
处、万吨肉品提升基地 1 处。推行

“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培
育形成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1223家。在推进农畜
产品绿色化转型方面，落实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行动 21 万亩、油菜绿色
高质高效行动 22 万亩、全膜覆盖栽
培技术 8 万亩。建成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9.1 万亩。制
定绿色蔬菜生产技术标准 11 项，绿
色认证的蔬菜品种44个。培育形成
生态牧场9家，建成全省首家县级畜
禽无害化处理场。

该县还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大通号”，认证有机农产品 22
个，绿色农产品44个，登记国家地理
保护农产品1个，认定地理标志农产
品4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个，“河
湟田源”品牌授权使用企业8家。农
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请使用商标
累计达 21 个，新型经营主体申请使
用 商 标 累 计 达 34 个 。 全 面 打 造

“DT3090”大通农文旅产业品牌，积
极引入外部流量、资金、技术、模式，
创新营销推介大通特色美食、精品
茶园、农家土菜、趣味农庄、优质农
畜产品等，在深圳举办大通牦牛品
牌发布暨粤港澳大湾区渠道合作大
会，为大通绿色有机品牌农畜产品
集群化产销、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开
辟新通道。

李秀业，2007年第一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这一年，李秀业意气风发，他靠
着诚信经营、百城万店无假货、守合
同重信用等，将“西宁金佰川”打造成
了青海鞋业叫得响的品牌。

成功不是偶然，只有不断努力和
坚持才能实现。说起李秀业的故事，
如同在听一部有趣的创业史。1992
年，李秀业从浙江温州来到西宁做皮
鞋零售生意，那时的他几乎跑遍了青
海的各个州县。“磨破的鞋有半筐！”
李秀业笑着说，“这也给我做鞋的生
意打了很好的基础。”2001年他成功
创立了西宁金佰川商贸有限公司，
2013 年更名为青海金佰川商贸集团

有限公司。相继在西宁北大街、大十
字、古城台开设了金佰川鞋品专营
店，这也是国内独有的大型直营门
店。

“做生意要有长远眼光，不是一
锤子买卖。”李秀业说到做到。价
格诚信、服务热情，从材质、工艺、
舒适度、设计等方面严格保障产品
质量，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高的
优质产品。先后获得“价格计量信
得过单位”“诚信服务先进单位”

“百城万店无假货”“守合同重信用

单位”“文明诚信私营企业”等多个
荣誉称号。

在发展壮大企业的同时，李秀业
始终不忘回馈社会，积极关注公益事
业。在集团成立了“金佰川爱心济困
基金会”，用于帮助公司困难员工。
先后多次带领集团参加捐资助学、帮
扶孤残、济贫助困、抗震救灾、无偿献
血等各类社会公益活动，累计捐款捐
物600多万元。集团公司被青海省人
民政府指定为“青海省青年创业就业
见习基地”，累计为社会提供就业岗
位近2000个，安置下岗职工、复转军
人、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就业人员。

采访中，李秀业回忆起2007年获
得首届全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提名
奖时依然难掩激动，他说，作为一名
企业家，经营好企业是本职，但是能
够获得国家的认可对他和企业来说
是一种莫大的褒奖。

如今，李秀业又启程了！他以合
伙人模式将金佰川向全国拓展，在全
国十几个省市进行了门店布局，现有
大型直营门店以及联营门店 400 余
家，公司员工人数近2000人。闲不住
的李秀业正在带领企业向全国鞋业
连锁领航者迈进。

“作为企业家，在个人和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中，我将坚定初心，为国
家、民族、社会、老百姓奉献爱心，传
递光芒，发散温暖，为社会作出应有
的贡献。”李秀业说。 （记者 晴空）

“沉浸式”体验生态科普

李秀业：尽己所能作贡献

湟源县：“红网格”撬动基层治理新模式

工龄：30年
工作状态：鞋为起
点，也终将与鞋为
伴，勤耕不辍，不
离不弃。
誓言：打造一家有
温度、有担当的企
业。

李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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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榜样·道德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