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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腰包鼓起
来了，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没有掉队，
党建引领的文明新风也在持续滋润着村
民们的心。

“星期五大家一起打扫卫生，既美化
了村庄，也联络了大家的感情。”“有啥事
了我们可以先找网格员，大家一起商量

解决。”“积分奖励兑商品这个确实好，我
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也高。”村民们高兴
地谈着近年来村里的新规矩、新变化。

近年来，胡思洞村以党建引领为抓
手，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通过立乡约
立规矩，让文明乡风有规可依，用“小村
规”实现“大治理”，设置了由党员、群众
等组成的“网格员”监督村规民约执行、
化解邻里乡亲矛盾。同时，胡思洞村还
依托爱心超市进行积分兑换机制，鼓励

村民积极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用“表现”
换“积分”，通过兑换积分，村民还可以获
得奖励，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常态化开展“周五爱卫日”活动，党员干
部带头行动，将“党建红”和“生态绿”有
机融合，深入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积极
评选“美丽庭院”“最美家庭”，用绿色发
展引领乡村振兴。

（专班记者 朱雪莹 赵赟 王一婷 祁
永娟 摄影报道）

近日，在青海大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宋农业”）的发货仓库前，一箱箱菜籽油正打包准备
发往江苏、山东、贵州、南京、成都、西安等省外市场。几
天后，南京市民苏女士家的餐桌上飘起了香喷喷的“青海
味道”，橙黄清亮的菜籽油包裹着食材，一家人体验着味
蕾在舌尖绽放的健康美味。

菜籽油作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用油之一，随着青海
“绿色、纯天然、无污染”食品名头的被认可，“青海造”菜
籽油正走进国内更多消费者的视线……

从西宁市区出发，沿着公路一直往南走，所到之处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星罗棋布。记者来到湟中区多巴镇黑嘴
村的青海大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探寻这里是如何
将高原浓香菜籽油推向全国的？

好产地出好品质

走进该公司，厂区里散发着浓郁的菜籽油香味，生产
车间内，一粒粒饱满的油菜籽通过初筛、烘干、压榨、精
炼、包装等一系列流程后，变成一瓶瓶透亮醇香的菜籽
油，运送到全国各地市场上，同时也带动了种植油菜的农
民提高收益。

“青藏高原高海拔、无污染、日照长、昼夜温差大，得
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是油菜资源最大优势之一。”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如何利用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打造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呢？“要想榨出好
油，我们从选种、种植、收购、加工、包装、运输六大环节层
层把关，确保每一滴菜籽油都极致讲究。”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让每一滴油变得更健康、更营养，公司引进
德国进口设备和国内最为先进的小包装生产线，运用现
代信息化技术建立产品溯源体系，采用纯物理压榨工艺，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菜籽油原有的香味和营养成分，油质
金黄透亮，鲜纯飘香，“大宋福、亲亲海”系列产品深受省
内外消费者青睐。

从“青海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到“青海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再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大宋农业自成立伊始，依托青藏高原优质油菜品种和资
源优势，建成了年加工21万吨油菜籽精深加工及特色农
产品加工项目。立足产业“四地”建设，作为油菜籽加工
企业，公司强化龙头企业带头作用，为青海高原菜籽油

“出青”打下坚实基础。

高原菜籽油走向更多人的餐桌

“来自青藏高原的菜籽油，绿色无污染，我们吃着放
心。”

“浓浓的菜籽油香，满满的家乡味道。”
擦亮“青字号”，锚定“输出地”，近年来，青海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走上了更多人的餐桌。“为助力青货出青，我们在
上海、南京、杭州、成都、西安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同时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线上线下结合，建立省外体验店等多种营
销方式，将青藏高原绿色优质菜籽油、青稞、燕麦、藜麦等
农副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2021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平
台，挖掘江苏消费市场，在南京开设了2家青海高原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体验店，并在苏果超市设立了4个销售专柜。
还将青海57家企业的高原菜籽油、高原藜麦、青稞杂粮、牛
羊肉等200余种农特产品推向江苏市场，其中，大宋农业的
高原菜籽油在南京71家苏果超市上架。

“目前，大宋农业在南粮集团投资1000万元，正在推进
建设100吨/日高原菜籽油灌装线，项目建成后，可提升菜
籽油在南京市场的供应能力，丰富南京民众的购物需求。”

做强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以前我们一亩地只能产150多公斤油菜籽，品质不是
很好，自从有了专家给我们作指导，菜籽品质变好了，亩产量
也能达到300公斤左右，我家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倍多。”湟中
区一农户说。

为推动产业发展，助力周边农户增收，大宋农业采取订
单农业的方式，安排专家指导农户种植，给农户提供质量标
准，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脱贫户的油菜籽。同时，企业
采用“基地+农户”模式，与多地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合
作，在全省建立了15.6万亩的油菜籽种植基地，在增强乡村
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同时，带动了周边农户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是创办企业的最终
目标，接下来，我们将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主动融入产业‘四地’建设，在乡村
振兴道路上持续赋能。充分利用各类品牌商品推介平台，
依托青海油菜的资源优势，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坚定不移走油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 （记者 小蕊）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办成事！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
进“政银合作”构建“15 分钟政务服务
圈”，自工作运行以来，已累计协助企业
群众办理各类事项 15026 件，获得了办
事群众的好评，成为全市做实便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更好体现。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联合市营商环境监督局推出“政务+
金融”政务服务新模式，让银行网点成为

“百姓家门口的政务大厅”，使企业群众
办理高频事项无需再到政务服务大厅递
交申请，真正实现了由“最多跑一次”向

“就近跑一次”的转变，有效助推政务服
务便利化再升级、满意度再提升。

我市结合实际制定印发《西宁市开
展政务服务“政银合作”的实施方案》，通

过打造离企业群众最近的政务服务窗
口，为企业群众提供简单事项“随处办”
服务，实现“服务再延伸、群众少跑路”。
同时，编制《西宁市政务服务“政银合作
服务专窗（专区）”工作管理规范》，统筹
规范“政银合作”工作机制、受理标准、服
务流程、注意事项，严格服务规范及服务
礼仪，全面提升合作服务供给能力。按
照“易办好办”原则，分级确定首批95项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银合作服务网点，
组织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业务人员对
服务网点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明确
界定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具体要求、办
理流程及注意事项等要素，并选取人流
量较大的合作银行网点设立“企业登记
一站式服务专窗”，配备“企业登记自助
终端”，由银行代办员为申请人提供企业

开办“一站式”服务，提供银行导办、免费
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群众跑腿
次数。

“政银合作”高效便捷服务的背后，
是市委市政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聚力建设现代
美丽幸福大西宁的不懈努力，也是我市
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落
地落实的具体实践。我市将继续拓展

“政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力争实现“政
银合作”网点全覆盖、服务全链条，以更
高标准、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实现政府优
服务、企业降成本、群众增满意，缩短企
业群众的办事半径，以实际行动跑出深
化改革“加速度”、擦亮营商环境“双满
意”品牌，努力当好服务企业群众的金牌

“店小二”。

胡思洞村用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让高原菜籽油香飘全国

1.5万件！15分钟政务服务圈“圈”出幸福感

秋日午后，微风轻拂，漫
步在湟源县波航乡胡思洞
村，目之所及道路宽敞、绿树
成荫，清新气息扑面而来。
村广场上，大爷大妈们乘凉
下棋，小孩们嬉笑打闹。近
年来，胡思洞村深入贯彻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坚持把“绿色”
作为发展底色和产业特色，
探索“绿色”产业多维发展，
不断推进高原美丽乡村建
设，绘就了一幅恬静祥和的
新农村画卷。

“以前想都不敢想，粪便居然也能卖
上钱。”胡思洞村党支部书记张英邦满脸
喜悦地说，“现在我们把养殖产生的粪便
在粪污堆积发酵池简单处理后送到化肥
加工厂，不仅有钱挣，还不污染环境。”

胡思洞村通过建立养殖小区，实现
了“以养育种、以种助养”种养产品绿色
健康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粪污”变“粪
肥”，“污染源”变“资源”的产业转变，促
进了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环境
优、乡村美、农民富的有机统一。

“自从养了牛，我们家不仅摘了贫困
帽，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等明年搬到新修
的养殖小区，日子就更有盼头了。”脱贫
户贺存奎满脸期待地告诉记者。

贺存奎曾经因儿子残疾、父母年迈，

家庭劳动力缺失成了村里的贫困户，虽
然贫困户有政策补贴，日子能过得下去
了，但戴上贫困帽让贺存奎心里很不痛
快，既不光彩也拖了全村的后腿。2015
年，贺存奎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村里开
始发展牛羊养殖产业，而且没有本钱的
村民可以贷款，这让贺存奎动了心。有
了本钱、有了村里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
不懈努力，现在的贺存奎不仅摘了贫困
帽，年收入也翻了几番。

胡思洞村的养殖产业也像贺存奎的
家庭收入一样不断更新迭代，从最初家
家户户露天散养到现在建立现代化、规
模化、科学化的集中养殖小区，创新推行
了“政府搭台+养殖户收益+村集体经济
适度收益”的联农带农机制。

据了解，2022 年，胡思洞村借助乡
村振兴的东风，利用 550 万元乡村振兴
衔接补助资金，新建了牛棚、运动场、饲

料库房、饲草棚、病死畜无害化填埋井、
粪污堆积发酵池等。“以前我们是露天散
养，下雨了，圈内特别湿，全都是泥。现
在到棚里养殖，牛圈干净了，牛也舒服
了，特别好。在党的好政策扶持下，我们
把养殖小区建起来了！”

看着入驻一期养殖小区的村民有了
好收益，其他村民加入养殖小区的意愿更
强烈了。胡思洞村通过项目申报，申请了
占地面积52亩的养殖小区二期。为了让
牛羊养殖更智能、更轻松、更科学，二期养
殖小区在一期基础上，还新增了防疫室、
粪污清除、饲料运输、饲料粉碎混合机组
等设备，让胡思洞村的牛羊养殖产业不仅
有“量”的优势，更实现“质”的飞跃。

据了解，该养殖小区项目的实施，让
养殖户户均年增收 2 万元以上，村集体
经济年增收10万元以上，同时也为当地
农户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劳务收入。

“村里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了，传统的
种植业也不能落下。”张英邦望着村里的
大片耕地向记者说。

近年来，胡思洞村通过“村集体+合
作社+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引进
培育专业合作社，“穿针引线”帮助合作

社流转土地，整合“碎片地”、复垦“休眠
地”、盘活“撂荒地”，以“村集体分红+村
民固定收益”的盈利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青稞、燕麦等特色种植业，村里的种植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引进合作社主要考虑
专业合作社有钱、有技术、有销售渠道，
我们村民的产品不怕卖不出去，也不担
心气候变化对产量的影响，忙的时候合
作社一天要雇 100 多人来帮忙，既能让

村里的乡亲们就近就业，也给他们找了
一条增收路。”张英邦介绍道。

“以前我们都是外出打工，不仅离家
远，而且工资也不能保证按时拿到手，现
在在合作社干一天结一天的工资，好的
时候一天能有 300 多元。”“我们的地承
包给合作社每年都有固定收入，今年还
给我们涨了地租，挺好的。”村民们高兴
地说。

走上绿色养殖路走上绿色养殖路

特色种植助民富特色种植助民富

从富从富““口袋口袋””到富到富““脑袋脑袋””

图为胡思洞村成片的燕麦田图为胡思洞村成片的燕麦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