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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而行 擘画美丽生态蓝图
九月的海南，天高地阔、瓜果飘香。
放眼望去，一个个公园、游园、绿地星

罗棋布，这是海南州逐绿而行、久久为功，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绿色福利”。

近年来，全州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扎扎
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大要求，准确
把握“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决扛起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重大政治责任，扎实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逐绿”固底色补齐生态短板

初秋时节，沿着通往沙珠玉的乡道一
路向西，道路两侧高大的白杨排列整齐。
农田里，大方格状的防护林网相互交错，形
成一道道屏障，将成片农田与村庄防护在
网格内。

对于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活在沙珠玉
的每一位村民都有着切身体会：“冬春时
节，沙尘肆虐、不见天日的天气日益减少，
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近年来，海南州紧紧围绕“生态立州”
战略部署，大力推动林草生态建设和保
护，取得了显著成效。加大干旱荒漠区杨
柳深栽造林、乡土树种育苗、地膜抗旱造
林等林业科技推广力度，完成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和森林抚育 483 万亩，全民义务
植树 2375 万株，森林覆盖率从 10.1%提高
到12.4%。

“添绿”靓乡村增进生态福祉

日前，记者走进绿树成荫的铁盖乡
七台村，不少村民在文化广场散步、跳锅
庄。“一到夏天，来广场跳锅庄的村民络
绎不绝，我和老伴还有几个朋友每天早
上都会来这儿练习嗓子。”村民刘金环
说。

自 2020 年以来，村里制定了《垃圾兑

换管理制度》和《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制度》，
村民们保护乡村环境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一分券价值一元钱，村里不少人都拿着这
样的积分券来我这儿消费。”从刘金环口中
我们得知，乡亲们拿着家里不用的废旧金
属、纸壳、玻璃制品，做好分类后就可以到
村委会按称重换取积分券，这些积分券可
以在刘金环小超市里任意消费，每到月底
刘金环又拿着这些券去村委会兑换等额的
人民币。

七台村作为全县“全域无垃圾”示范
村，创新举措，既实现了全村生活垃圾减
量，又实现了垃圾精准分类，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环保“新风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绿色力量”的支
撑不可或缺。海南州持续增加绿化总量，
提升绿化美化质量，在农村，一个个小公
园、小绿地相继建成，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
展开。

“活绿”强动力彰显生态价值

这几天，贵德县林青特色林果苗木种
植协会会长张军正忙着收果子。

该种植基地先后从陕西果树研究所、
北京大兴、河北等地引进黄金梨、美国凯特
杏、金皇后杏等果树品种100种，每年培训
果农 20 多名，接待参观、考察学习及游人
500多人。以先进的栽培和经营模式带动
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

在特色林果种植基础上，贵德县积极
发展旅游业，采摘游、农家乐遍地开花，既
做强了生态产业，又繁荣了生态经济。

近年来，海南州不断推进生态建设与产
业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林业多元化经营模
式，通过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生态旅游等，走
出了一条从种树到“种富”，从荒漠到林海，
从生态美到百姓富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特约记者 高岳）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 通讯员 贵
组宣）“‘三村抱团’真是好！今年我家的玉
米一吨卖了 600 元，这换作以前是肯定卖
不到这么高的，而且种植亩数、产量每年都
在增长，现在都盖起了新房子！”贵德县河
阴镇邓家村村民郭玉忠高兴地说。

近年来，贵德县河阴镇童家村、邓家村、
张家沟村依托当地农业资源、因地制宜、扬
长避短，通过“党建引领、村社合一、资源共
享”的方式，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让群众
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过越好，切实走出一
条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乡村振兴之路。

来到河阴镇邓家村的玉米种植基地，

高大挺拔的玉米植株郁郁葱葱，身高一米
八的马得才书记在他种的玉米旁边瞬间成
了小个子。他说：“原来我们种植冬小麦，
卖不上价钱，2017年引进饲用玉米品种后，
收获的玉米可以当粮食，秸秆可以做牛饲
料，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一亩地的产值可
以达到3000元。”

在“抱团发展”提出之前，河阴镇党委
政府结合市场调查，谋划村集体经济发展
方向，精准分析三村地理位置，瞄准贵德县
及周边地区饲用玉米市场空白的现状，依
托连片耕地的区位优势，确定了饲用玉米
种植产业发展方向。

2015年12月，河阴镇童家村成立了贵
德县祥兴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45万元建
成 530 亩的饲用玉米种植基地，通过多种
生产经营方式，快速增加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童家村的发展成果，吸引带动了
张家沟村和邓家村，使村集体经济“抱团”
发展成为可能。

为了让三村真正“抱团发展”，河阴镇
党委政府坚持“凝聚力量、共同发展”的理
念，按就近就地原则，将资金、土地、劳动
力、机械和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引导3村群
策群力、共享发展，通过共享农业技术、共
享生产劳动力、共享农业机械、共享发展信
息等模式，使童家、邓家、张家沟 3 个村的
资金、人力、技术、农机、信息等资源得到有
效整合利用，机械化劳作、人工田间管理等
环节“无钱、无人、无机械”等瓶颈问题得到
有效破解。“2020年时，我们村收入也就10
万余元，村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后面‘利
益联结’政策一提出来，得到了广大村民的
积极拥护，预计今年饲用玉米收入可达35
万余元。”马德才书记说。

童家、邓家、张家沟村抱团发展，利用闲
置土地和流转的集体土地，合力种植饲用玉
米，使得饲用玉米种植获得大丰收，3个村的
集体经济收入合计达到246万元，实现纯收
入70万元，群众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实
现了产业振兴与群众致富双赢。

“三村抱团”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同德县唐谷镇托

斯村是一个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旱作农业的牧
业村。近年来，托斯村始终以“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字方
针为目标，探索出五个工作模式，推进五大振兴
在托斯村落地落实。

“1+2+N”产业强基，绘就振兴“致富图”。
因地制宜，将2530亩村民耕地入股托斯村生态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形成以

“牦牛养殖+农作物种植”的闭环式“种养结合、
草畜联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2022年村集体
种植收入达45万元，彻底打破2021年底仍不足5
万的困难局面，走出了一条党建带动产业的乡村
致富路子。

“122+N”人才赋能，输入振兴“新血液”。
2022年，托斯村合作社在生产工作过程中，就牦
牛养殖、农机具驾驶、青稞种植等在田间地头进
行了 17 次经验交流培训，从而强化育才能力。
并积极吸纳年轻有为的新生力量加入到村级后
备人才库中，为乡村振兴打好“人才牌”进一步夯
实基础。

“1+N+2”文化铸魂，展现振兴“新气象”。
充分利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力量，组建志愿服
务队，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依托《村规民约》，通
过评选绿色家庭、五星级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
等方式，展现榜样力量，强化家风建设，使广大农
牧民群众不仅在经济上得以富足，更在精神上得
以满足，让村民更团结，让村貌更和谐。

“1545”生态强村，搭建振兴“幸福窝”。村两
委班子带领村党员定期开展村辖区卫生环境整
治工作，加快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卫生治理，
感召更多群众参与到环境治理的“大队伍”中，用
实际行动践行“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逐步
实现了乡村美、庭院美、公路美、河道美、生态美
的“五美”新托斯。

“1337”组织聚力，奠定振兴“压舱石”。逐步
形成支部领着党员干，党员干给群众看，群众跟
着党员干的干事创业氛围，积极开展“三亮”“三
微”活动，将为民服务做到细微处，从细微处着
手，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路径、新模式。

本报讯（特约记者 高岳）近年来，共和县严
格落实青海湖“十年育鱼”部署要求，紧盯青海湖
冰封期、解冻期、夏季洄游期等关键节点，依法从
严打击非法捕捞销售行为，确保青海湖裸鲤“零
捕捞”，推动水生生物资源多样性向好发展。

坚持将加强禁捕禁渔工作与落实“河湖长
制”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分管领导负总责、职能部
门抓落实、各乡镇和村（社）长效巡查的工作机
制，确保禁捕禁渔无死角盲区。

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巡护，共和县公安局会
同海晏县、刚察县公安机关召开跨区域联合巡护
执法联席会议，签订三地警务协作协议，开展环
青海湖跨区域联合巡查专项整治行动。

坚持日常检查与执法办案相结合，采取水上
和岸上巡逻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对三无船舶、非
法捕捞、电鱼炸鱼等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严
厉打击涉渔非法行为，严肃查处销售裸鲤违法行
为，立案查处渔业行政案件8起，涉案人员8人，
收缴罚没款15.83万元，没收非法收购、贮藏、加
工制作青海湖裸鲤（湟鱼）351尾81.95公斤，查获
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湟鱼）刑事案件1起，查获
青海湖裸鲤（湟鱼）1723尾400.4公斤，切实达到
查处一起、震慑一片的效果。

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切实开展法治宣讲宣传活动6次，
发放宣传册18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340余
人次。县公安机关结合“昆仑2023”“防除降保”

“夏季治安整治打击”等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宣传。同时在各大新媒体平台
发布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和渔业捕
捞者增强法律意识，营造了不敢捕、不能捕、不想
捕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同德宣）近
日，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位于同德县
境内海拔3365米的云杉变电站投入运行，
这也是我国海拔最高的750千伏超高压变
电站。

这次投运的变电站是青海—河南特
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要电源点，也是我
国海拔最高的 750 千伏超高压变电站，通
过将电压等级从 330 千伏提升至 750 千

伏，最大输送功率提升了 3-4 倍。投运
后可将玛尔挡、宁木特、尔多、果洛以及
同德地区水电、新能源等清洁电能外送，
为“青豫直流”工程提供有力电源保障。

“变电站的投运，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
150 亿度，更好满足黄河上游水资源优化
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需要。”国家能源集
团青海玛尔挡水电站机电中心副主任顾
发明说。

据了解，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电
工程，是世界上第一条专门为输送清洁能
源建设的远距离输电通道，途经青海、甘
肃、陕西、河南4省，线路总长1578公里，每
年可为华中地区输入清洁电量400亿千瓦
时，将河南全社会用电量的八分之一转变
为清洁电力，相当于替代原煤 1800 万吨，
减排烟尘 1.4 万吨，二氧化硫 9 万吨，二氧
化碳2960万吨。

共和县严厉打击

非法捕捞销售裸鲤行为

国内海拔最高的750千伏超高压变电站投运

托斯村绘就振兴托斯村绘就振兴““致富图致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