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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为加
快生态农牧业经济强州建设，在加快推动
新时代新玉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
程上展现新作为，立足全州农牧业发展实
际，玉树州出台了十项惠农惠牧政策。新
政涵盖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种业振兴等方
面，旨在集中力量破解农业产业链条短等
问题，加速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主供区。

●装配式畜用暖棚建设项目补贴：除
落实国家和省级层面补助资金外，州级财
政支农资金安排210万元，计划对装配式畜
用暖棚建设每平方米补贴100元，2023年补
贴总量控制在21000平方米，市（县）级视财
力状况按每平方米100元至200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剩余资金由示范基地、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和养殖大户
自筹解决。

●饲草料调运补贴：达标合格的饲料
和草料调运补贴每吨按省级补助 180 元、
州级补助120元，县级视财力状况按饲草料
调购出厂价的5%至 20%的标准进行补贴，
积极争取企业让利 3%,让农牧民群众最大
限度地享受政策红利。

●畜牧良种补贴：供种补贴。一是高
原牦牛供种补贴。对达到标准的优良高原
牦牛种公牛在享受省级财政补贴资金2000
元/头的基础上，州级财政补贴资金500元/
头。对达标的优良高原型藏羊（扎什加羊）
种公羊在享受省级财政补贴资金800元/只
的基础上，州级财政补贴标准 200 元/只。
引种补贴。一是高原牦牛引种补贴。项目
村和项目户接收高原牦牛种公牛时，将原
定自筹 3500 元/头标准降低为 3000/头，不
足部分由县级支农资金补贴500元 /头，帮
助群众减轻自筹的压力。二是高原型藏羊
（扎什加羊）引种补贴。项目村和项目户接
收扎什加羊种公羊时，将原定自筹700元/
只标准降低为 500 元/只，不足部分由县级
支农资金补贴200元/只。

●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强农：被授
权使用“玉树牦牛”区域公用品牌的生产经
营主体享有授权产品及其包装上使用“玉
树牦牛”品牌；优先享受政策和资金扶持、
品牌宣传推广、渠道体系建设等优惠政策。

●特色产品气候品质认证：针对玉树

州的 6 种特色农畜产品，开展基于理化性
质、外观、品质和气候要素研究分析的气候
品质认证。

●科技兴农：鼓励科技特派团和科技
特派员工作站围绕农牧业产业开展高质量
科技服务，每年遴选6个团队（工作站）给予
州级科技专项资金各5万元的支持，确保科
技服务高水平、科技赋能高效益。

●实行月月出栏创新试点：牦牛公牛
出栏补贴奖励标准为 800 元/头，其中省级
补贴牦牛公牛 560 元/头、州级补贴 80 元/
头、县（市）级补贴160元/头；牦牛母牛出栏
补贴奖励标准为 600 元/头，其中省级补贴
420元/头、州级补贴60元/头、县（市）级补
贴 120 元/头；藏羊公羊出栏补贴奖励标准
为180元/只，其中省级补贴126元/只、州级
补贴18元/只、县级补贴36元/只；藏羊母羊
出栏补贴奖励标准为 140 元/只，其中省级
补贴98元/只、州级补贴14元/只、县级补贴
28元/只。

●农机具购置补贴奖励：在中央和省
财政农机购置定额补贴（不超过 30%或者
45%）的基础上，州级财政按照省农业农村
厅测算价格再给予8%的配套补贴，各市县
财政给予12%配套补贴；对于不在青海省补

贴范围但属于玉树地方特色农牧业发展所
需和小区域适用性强的机具，经市（县）级
评估后，列入州市（县）级资金补贴范围，补
贴标准不超过测算市场价格的50%。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以
单位或法人代表（家庭农牧场主）的名义在
玉树农担公司担保下取得的贷款。2023年
计划放贷6000万元，每个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可贷 50 万元-300 万元不等。在农担
公司层面贷款贴息 50%的基础上，剩余的
50%的贷款利息由州县两级贴息，州级补
20%,县级补30%,实现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
贷款免息。

●“普惠民生”责任保险：为全州人民
群众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提供基本
保障和遵循，切实为地方人民群众解决受
灾后顾之忧，让农牧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实现群众得实惠、家庭得和
谐、社会得平安的目标，探索农牧区保险事
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切实提
高全州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参保对象：玉树州农村牧区20万农牧
民群众，其中玉树市5万人、称多县3万人、
囊谦县 5 万人、杂多县 3 万人、治多县 2 万
人、曲麻莱县2万人。

玉树州出台十项惠农惠牧政策

本报讯（通讯员 称多县委宣传部）连日
来，在称多县称文镇饲草种植基地人声鼎
沸，忙碌的人们在地头间来回穿梭，到处是
草农割草、装车、运送的忙碌身影，收割机
发出轰隆隆声响，给宁静的乡村图景增添
了一抹绚烂的生机，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以来，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以
党建引领为抓手，大力推动生态农牧业可
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饲草料基地建设，
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由于气候适

宜、雨水充沛，全县农作物长势喜人，增
产丰收在望。截至目前，移多县称文镇已
收割打捆的饲草料达 20000 余捆，折合人
民币160余万元，9月底全部收割完成后预
计总收入可达 300 余万元，比去年增长
200%。

称多县委、县政府统筹规划，县农牧
局和水利科技局、乡村振兴局精准施策，
称文镇党委政府多措并举，紧盯“党建引
领、产业支撑、富民强村”目标，聚焦饲

草、畜牧产业，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主旋律，因地制宜牵头组织下辖村社，
全面实施饲草料种植加工业。

持续巩固“玉树州 （称多） 万亩饲草
料种植基地”建设成果，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村民股东”发展模式，以“以农促
牧、农牧互补”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兴
旺、群众富裕，不断提升生态农牧业发展
水平，激发农牧业发展新动能，实现生态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曲麻莱县委宣传
部）近日，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约改镇派出所的老支书调解室一大早
就“热闹”起来。两位牧民因草山纠
纷吵得不可开交，副所长尕玛成林耐
心听取双方陈述，然后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耐心地进行调解。两个小时
后，两位牧民“握手言和”。

尕玛成林说：“我们这里虽然人不
多，但各种村民间的‘小事’不少
呢！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耐心、细
心、热心。”民警刘阳接过话茬说：

“别小看这个调解室，成立后，我们现
在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纠纷不激化。”

约改镇派出所是全省首批“枫桥式
公安派出所”，长期以来，派出所坚持从
关心群众的小事做起，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成为群众眼里的“自家人”。老
支书矛盾调解室成立至今，调解各类纠

纷 400 多条。其中，矛盾纠纷 210 条，婚
姻纠纷 90 条，劳务、经济纠纷 30 条，草
山纠纷7条，调解成功率100%，极大提
高了派出所工作效率，改变了以往矛盾
纠纷化解难的状况。

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活的安
稳。尕玛成林说：“为做好平安建设工
作，今年我们针对婚姻矛盾、草山纠
纷、经济纠纷、劳务纠纷等情况，做
到早介入、早疏导、早调解，巧用村
规民约，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为
牧民群众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做好法
律宣传工作。”

不仅如此，约改镇派出所还不断
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排查力度，对辖区
加油站、加气站散装油购销进行实名
登记，加强治安巡逻。同时，专门成
立应急处突小队，加强处突专业人才
建设，实现处突力量有效配置。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南加曲措 索南拉藏）9
月15日晚，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传播交流
推广资助项目——大型藏戏《意卓拉姆》在玉
树市康巴艺术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

《意卓拉姆》的故事来源于八大传统藏
戏中的《诺桑王子》的后半部分，由青海省
藏剧团编剧华本嘉（已故）改编为《意乐仙
女》，成为新时期藏戏经典剧目。2018 年，
青海省藏剧团本着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理
念，对原有的《意乐仙女》进行了再次修改
和提升，并将剧本更名为《意卓拉姆》。

《意卓拉姆》通过序《意卓被捉》、第一
幕至第七幕《合卺》《出征》《阴谋》《飞升》

《凯旋》《寻觅》《重圆》，以及尾声《解救》
共九个篇章，讲述了传说中的仙女意卓拉姆
与人间的诺桑王子相爱，历经挫折与磨难后
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意卓拉姆对爱
情的忠贞不渝和诺桑王子坚韧不拔的意志。
剧中蕴含着藏族人民为人处世的生活哲学，
也充分展现了藏族人民勇敢、勤劳、智慧的
美好特质和对真理与幸福的坚守。

演出现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精彩
生动的表演和风格独特的舞美设计，使现场
不时响起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此次巡演活动，不仅让观众欣赏到了高
水平的表演艺术，还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藏族
戏剧的艺术精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
结、增强文化认同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进
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

藏戏是我国唯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遗名录中的少数民族剧种，具有600
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
策的关怀下，青海省藏剧团创作了很多优秀
剧目，但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水平的经典剧目
极为罕见。《意卓拉姆》作为藏戏中最典型的
传统爱情故事，具备很大的潜力和文化底
蕴，被打造成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和不同历史
背景下藏戏发展水平的经典剧目。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市委宣传部）“阿书
记，今年的长势良好，等收成以后，家畜的冬
春补饲不用愁啦，适口性和营养品质还比一
般饲料高呢！”村民们淳朴的话语，是他在村
上越干越起劲的动力。

大家口中的“阿书记”就是阿保地。
2021年7月，阿保地经组织选派担任玉树市
隆宝镇措桑村第一书记，到村后，他严格要
求自己，牢记职责使命，一心一意抓振兴，
与牧民同甘共苦。措桑村347户1328人的增
收致富成为了阿保地心里的头等大事，他依
托村内牧草面积30.85万亩的资源优势，购置
优良母畜和种畜，用来发展畜牧业及旅游
业，利用地理位置优势，在距离中国第一处
黑颈鹤保护区隆宝滩2公里的地方建设仁土
山藏族人家原生态游牧体验中心，村集体的

“蛋糕”越做越大。在村里的3年，阿保地不
仅争取资金修建了70公里硬化路，还积极发
挥他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的优势，开展燕麦
与箭筈豌豆混播150亩，有效改善了混播草
地的草层结构，提高了光合作用的面积，在
改善牧草品质、提高草地质量、减少氮肥施
用量等方面的作用效果发挥明显，并充分利
用村里牧民的圈窝土地，积极开展饲草种
植，以期逐步解决该村牦牛饲草短缺的状况。

“既然到了村，就得给老百姓办出点好事
儿、实事儿，不负组织的信任和村里的期望！”
阿保地说。在乡村振兴路上，他始终坚持用
真心换真情、用实干赢信任，心里时时刻刻想
着服务“三农”，时刻战斗在乡村振兴第一线，
为措桑村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机农产品主
供输出地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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