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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高
质量建设产业“四地”的当下，海南州以
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动能的同时，也带动
更多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过上
了新生活。

共和县黑马河镇被称为“日出之
城”。2015年，网友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组
黑马河日出的照片，一夜之间，黑马河
镇成为网红打卡地。

游客纷至沓来，黑马河镇以住宿、
餐饮、销售等为主的服务业发展迅速。

“刚开始，大家在自家草场上扎起帐篷
做起了旅游生意。有了一定的流动资金
后，大家开了宾馆、开了饭店，销售土特
产。”黑马河镇居民扎西多杰介绍说。随
着各地游客的大量涌入，黑马河镇农牧
民的心思也活泛了起来。

大坝锁黄河，高峡出平湖，渔业与
旅游业相辅相成，成为龙羊峡镇的一大
亮点。游客到此，除了能欣赏龙羊峡水
库风光，还能品尝到最新鲜美味的鲑鳟
鱼，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打冷水鱼养
殖在龙羊峡兴起后，当地居民参与到养

殖、生产、加工、销售的大军中，实现了从
单一收入到多种收入的蜕变。“我以前主
要靠种地为生，农闲时节外出打点零工维
持生计。如今，靠卖鱼每年收入还多了不
少呢。”说起家乡产的冷水鱼远销省外各
大城市，龙羊峡镇居民王吉山倍感自豪。

在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富民的创新
模式被省内外专家和媒体记者啧啧称
赞。“以前，我们就守着自家的几亩地、
几只羊过日子，村里也没有其他产业，
现在不一样了，依托光伏扶贫政策和养
殖‘光伏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共和县铁盖乡七台村村民史万顺说。

2012年，塔拉滩上架设起了第一块
光伏电板，曾经的荒漠被一排排光伏板
排列成矩阵，变成浩浩“蓝海”。因为清
洗光伏板的水流滋润，曾经的荒滩上长
出了青草，光伏生态园区的建设不仅解
决了塔拉滩长久的风沙肆虐的问题，也
为当地群众开辟了一条“牧光互补”的
生态富民路。

海南州共和县、贵南县相继建起了
光伏发电站，借助光伏发电产业，大力
发展“板”下经济，在光伏电站种植牧
草，养殖牛羊存栏达22000多只，实现了

“一草两用”，进一步创新了“光伏+乡村
振兴”模式。海南州在部署经济工作、制
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牢
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共和县藏绣研发中心陈列着各式
各样的藏绣作品，大到挂画、民族服饰，
小到抱枕、摆件等，只要是生活中能用得
上的物品都有藏绣的元素。这些年，藏绣
的影响力在国内外不断提升，已成为海
南州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藏绣的发展
不仅让古老产业释放出新活力，也带动
群众过上了新生活。“很多妇女无法来绣
坊，我们就提供原材料让绣娘们在家工
作，我们收购产品。现在，公司有 100 多
名绣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藏绣
省级非遗传承人拉毛叶忠告诉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从群众最
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
辛苦指数、奋斗指数换人民的幸福指
数、满意指数，努力办好群众每一件“关
键小事”，让各族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
受改革发展成果，过上了更高质量更高
品质的生活。 （特约记者 才让本）

海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苞谷尝一下，还热乎，今年的苞谷
可甜了……”日前，共和县庆祝第六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龙羊峡镇后菊花村
举行。特色农副产品展示现场设有农
牧民丰收成果展、村集体经济成品展、
民间手工艺品展等不同展示主题，来自
全县各乡镇的农牧民群众及企业代表
充分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阿乙亥的火龙果、民泽公司的三文鱼、
九佳一的蚕豆等特色产品获得了人们的青
睐。“特色农产品礼盒装种类丰富，买来送
人更有新意。”恰卜恰镇居民才仁措选购了
很多农畜产品礼盒，打算送给外地的亲友
尝尝。如今，本土农畜产品可溯源、购买便
捷，成了大家争相选购的节日必需品。

“你看，这豆子长得多好……”沙珠
玉乡珠玉村村民王智群兴奋地给过往群
众介绍自家种植的蚕豆。共和县沙珠玉
乡珠玉村凭借着土壤适种、阳光充足的
优势，历来就有种植蚕豆的传统，近年
来，沙珠玉乡大力推广实施优质蚕豆种
植项目，给这片土地上平添了无限生机。

科技助力为农业发展插上了翅膀。
今年，共和县依托省级蚕豆产业转化研
发平台，在沙珠玉乡开展迈舒平包衣防
治蚕豆根腐病试验，为共和地区蚕豆种
植及根腐病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
在蚕豆种植基地安排叶面喷施含腐殖
酸水溶肥对蚕豆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试

验，为蚕豆促生作用及降低病虫害损失
提供了科学依据。

共和县结合土壤、气候和产业发展
等条件，引进青稞、绿肥等新品种35个，
新技术15项，并建立新品种新技术示范
基地6940亩，培育示范羊12000只。推广
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青稞+蚕豆”的轮作
倒茬栽培模式，在海拔3000米的塘格木
地区试种蚕豆成功，开辟该地区“青稞+
蚕豆”轮作模式先河，解决了青稞倒茬困
难的突出问题。从国内外引进16个优良
燕麦品种和多个豆科牧草品种，开展燕
麦品种比较试验及燕麦与豆科牧草混播

组合研究，筛选出适宜共和县饲草种植
的燕麦品种及燕麦豆科混播组合，建立
60亩燕麦高标准饲草生产示范田，全面
提升了农业科技创新应用能力。

由中国农科院等14个单位30名专
家组成科技特派团，深入 11 个乡镇 76
个行政村开展帮扶工作，有效带动种养
殖产业发展和本土人才培养。

如今，共和县大力推动农畜产品建
设标准化、养殖规模化、装备现代化、产
业生态化的“四化”建设，打造“种、养、
加、销”一体化全产业链，在海南州树立
了样板。 （特约记者 高岳 增太加）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 通讯员 贵组宣）当前正值
冬油菜播种的关键时期，贵德县河西镇拉及盖村播种机
轰隆隆响个不停，工人们忙着翻地、起垄、打窝……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为切实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拉及盖村科学制定规
划，有效补齐“种植空窗期”，着力在“走生态路，吃旅游
饭”上下功夫、做文章，让“冬闲田”变“增收田”，实现一田
多收。

拉及盖村积极探索发展“梨花”旅游产业，建立“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共富模式。村委会流转27户农户70
亩土地种植冬油菜，县农牧局提供105斤油菜种子、镇政
府邀请行业部门技术人员进行专业辅导、村委会出资
43000元垫付流转费以及购买化肥、党员群众和脱贫户出
人出力助力冬种。

为稳定推进油菜种植，确保冬油菜播种质量，河西镇
大力宣传油菜种植技术和上级有关政策，积极引导群众
学习冬油菜种植技术。镇政府联系种子站技术人员开启

“上门服务”模式，送技术、送服务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
油菜种植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使冬油菜种植
工作落到实处。

据了解，河西镇持续发掘乡村资源，推出特色乡村生
态旅游线，贺尔加、多勒仓等村在党支部引领下，也发动
党员群众开种成片冬油菜，谋划来年以发展乡村旅游壮
大集体经济的新路子。

在同德县唐谷镇合土乎村麦收现场，金黄色的麦浪
随风起伏，10多台联合收割机扎进麦田，呈“雁阵型”排列
收割小麦，场面甚是壮观。伴着隆隆机声，饱满的麦穗被
吞进脱粒箱，留下一片片低矮的麦茬。

从无人机上俯瞰，合土乎村广袤的良田青绿相间。
村党支部书记万玛更藏手指着航拍画面给记者介绍村里
1300多亩良田。

2018年以来，合土乎村集中利用全村1385.1亩耕地
统一耕种，极大地改变了耕地撂荒和效率低，收益少的现
状。秋收后除去耕种支出，将所得收入按照每户耕地数
量和出力情况按比例分成。2022年，青稞销售收入38万
元，燕麦草销售收入56万元。耕地麦茬流转12万元，预
计今年将达到新高。

“统一耕种极大地改变了耕地撂荒、效率低和收益少
的现状。粗略地算了一下，秋收后我们除去耕种支出，将
所得收入按照每户耕地数量和出力情况按比例分成，收
入也十分可观。”万玛更藏说。

来到巴沟乡下巴村绿源果蔬采摘园，一排排标准化
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棚内各类蔬菜长势正盛。

巴沟乡作为同德县唯一的农业乡，不断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在原有规模化棚膜蔬菜生产园的基础上，采
取“农牧部门支持+第三方入股+村集体、农户参与”
的模式，建立“幼苗培育+温棚生产+科学管理+市场
销售”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大棚蔬菜产业及果蔬休
闲采摘业。

采摘园负责人王延强告诉记者：“采摘园现有温室大
棚36栋，年生产各类果蔬4.93吨，主要品种为草莓、葡萄、
桃、梨等水果和西红柿、豆角、黄瓜、青椒、尖椒等蔬菜，大
棚瓜果蔬菜倒茬种，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能提高经济
效益。”

近年来，同德县积极发展集约化、规范化、标准化、现
代化的农业蔬菜基地，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还为群众
提供了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大棚果
蔬销售收入16.65万元，实现利润10万元，增加村集体收
入4万元，解决本村剩余劳力务工就业50余人，有效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记者 增太加 俄智措）

共和县特色农畜产品为乡村振兴“强筋壮骨”

唐谷镇：练好便民服务真功夫

同德同德：：沃野良田奏响丰收曲沃野良田奏响丰收曲

“现在参保，当天提交申报材料，一
天就能审核完成。”刚办理完参保手续
的同德县唐谷镇达隆村村民多杰说。

今年以来，同德县唐谷镇不断优化
政务服务环境，提升社保办事效率，练
好便民惠民服务“真功夫”。

打造一个窗口打造一个窗口 提升服务效能提升服务效能

在唐谷镇政务服务大厅，服务台上
“大白话”式的便民服务手册、宣传海报
等十分醒目，工作人员的耐心、细心，让

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感受着服务的温度。
为提高群众满意度，大厅全面设立

“帮办服务岗”，创新推行“肩并肩”贴心
服务，开通特殊群体服务“绿色通道”，
提供“领办”“代办”“快办”等服务。涉及
医疗、社保、民政等与老年人日常密切
相关的服务事项，均可实现线上线下同
步办理。

围绕两条主线围绕两条主线 推进尽保尽支推进尽保尽支

“大家伙儿，注意了，2024年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缴费开始了，请您及时缴费
享受待遇……”连日来，在唐谷镇的村
头巷尾，总能听到流动“小喇叭”宣传的
声音。

今年以来，唐谷镇针对不同保障
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通过微信群、社区
大喇叭、流动宣传车等载体以及悬挂
横幅、张贴宣传画等形式，利用春耕、
秋收重要时间节点，在田间地头现场
讲解，到特殊农户家中“敲门”宣传，引
导群众树立科学参保观念，实现应保

尽保。
在上门服务过程中，热心指导农牧

民群众进行手机办理业务，详细解答社
保方面的疑难问题，提示农牧民群众及
时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采取三项举措采取三项举措 释放政策红利释放政策红利

运用多种方式向辖区群众送政策，
成立“三员”宣讲团，精准帮扶就业困难
群体，使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真正落到实
处。

组织开展农牧民短期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班，包括挖机、帐篷加工、室内装
修装饰等多个工种，培训150人次，就业
25人。

积极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进村社活动，推送省内外岗位信息
20829 条，输转全镇劳务 1056 人（次）。
发放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农牧民转移就
业人员交通补贴资金2800元、农牧民一
次性创业补贴10.5万元。

（特约记者 增太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