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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祁树江 朱得君）10
月 21 日，以“提升技能水平 发展拉面产
业”为主题的首届全国拉面技能大赛在
海东市开幕。此次大赛共吸引全国31个
省（区、市）71支代表队212名选手参加比
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海拉面产
业发展，对青海拉面带动就业创业、助力
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显著成效表
示肯定，要求积极发展青海拉面产业。在
中国工会十八大开幕式上，党中央向工人
阶级发出号召，要立足本职岗位，诚实劳
动、勤勉敬业，敢为人先、争创一流，依靠
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勤学
苦练、深入钻研，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
路，以过硬本领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劳动创造和技
能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办好首
届全国拉面技能竞赛、激发广大职工投身
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向全
社会展示行业职工风采，激发拉面产业职
工创新创造的智慧和力量，促进拉面产业
做大、做优、做强。

海东是拉面的发祥地，拉面产业是海
东人民的伟大创举。4000年前的“喇家第
一碗面”，赋予了青海拉面深远的历史维
度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海东人民以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信心，历尽千辛万
苦，寻尽千街万巷，开设近3万家拉面店，
用情用心拉出了一碗碗致富面、和谐面、
幸福面，拉出了一个百亿产业，唱响了民
族团结进步的大合唱。在全国上下深入

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首届全国拉面
技能大赛在海东举办，是对海东工作的极
大认可和强力助推，必将推动海东拉面产
业迈入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高质量发
展的康庄大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
征程上走向未来。

据了解，此次大赛设手工拉面基本
功、拉面调汤和拉面成品三个项目。经过
角逐，根据大赛奖励办法，获得拉面成品

项目前三名的选手，由中国烹饪协会授予
“全国拉面技术能手”称号。

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观看了拉
面技艺表演，巡视青海拉面文化及农畜产
品展示，参观青海传统非遗产品展演展
览。

据悉，本次大赛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青海省人民政府指导，中国财贸轻纺烟草
工会、中国烹饪协会共同主办，青海省总
工会、海东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全国的赛事，拉面的盛会。金秋十月，来自全
国31个省（区、市）72支代表队的高水平拉面人相
聚河湟大地，献上一场关于青海拉面的盛宴。

近年来，海东市凭借一次次竞赛的东风，吹响
了进一步做优做强拉面产业的号角，促进了青海拉
面的规范化、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增强了
拉面产业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让拉面产业得
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全力做好这碗奋斗
面、团结面、致富面、幸福面。

2019 年 4 月 26 日，青海省第十五届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暨全省首届拉面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
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为省级拉面行业
技能大赛拉开了序幕。首届青海省拉面行业技能
竞赛的举办，具有重大而鲜明、深刻而特殊的现
实意义和导向作用，通过竞赛中的交流学习，大
大推动提升了拉面行业职工队伍技术技能水平，
培养造就了一批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拉面产
业大军。

“举办拉面争霸赛是对青海拉面工艺操作的一
次检阅，为拉面产业向规范化、品牌化、特色化发展
提供了经验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增强拉面产业的文
化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说。

2020 年，青海省第十六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暨全省第二届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扬帆起
航，经过一年多的沉淀，第二届大赛吸引了不少
餐饮界的行家里手参赛，来自全省 6 个市（州）的
25支代表队，近百名“厨神”在赛场上烹调精品拉
面美食，为慕名而来的游客献上了一场美食盛
宴。

沃土之上，林茂花繁，硕果累累。以赛促培、以
赛促训、以赛促建，两届省级拉面大赛的成功举办，
搭建了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
台，展示了海东拉面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果，充
分发挥了竞赛的引领作用，营造了劳动光荣、技能
宝贵的良好社会风尚。

2021年，以“弘扬工匠精神·做强拉面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青海省第三届拉面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新区
举办，参赛队伍不断壮大、赛事内容不断丰富、裁判
标准不断提升、创新产品推陈出新、办赛流程日趋
成熟。

2023 年，青海省第四届拉面行业职工职业技
能竞赛仍然在化隆县群科新区举办，此次拉面大赛
添加了一个特殊部分，以“品牌与创新——青海拉
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主题的2023新时代拉面产
业发展论坛。论坛上，专家大咖齐相聚，深度解读
研讨青海拉面产业的变革与机遇，引导行业企业思
考探索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新思
路、新模式。

创新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经过一次次大赛
的洗礼，拉面人已经意识到了要破解品种单一的问
题，让拉面概念延伸拓展到所有面点食品中，赋予
青海拉面文化旅游元素，注入河湟文化及农耕文化
基因，从而提升青海拉面“厚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关怀
青海拉面的发展，充分肯定了“一碗面”在农民增
收、产业振兴中的作用。省市政府也高度重视这碗
面，相继编制发展规划，组建主管部门，出台一系列
政策举措，完善行业规章，推进拉面产业快速发展。

如今，青海拉面品牌战略加快实施，产业基地
加快建设，金融支持、能力培训、协调服务多措推
进，拉面产业从铺天盖地到持续提档升级，成为青
海的经济亮点和文化符号。 （特约记者 祁树江）

本报讯（特约记者 辛华）近日，在化隆
县德恒隆乡石乃海村，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农户采收豌豆的热闹场面，走进豌豆田，
豆苗上密密麻麻的豆荚在阳光照射下翠
绿欲滴，甚是喜人。村民两两三三在田间
采摘、打包、装车，呈现出一幅丰收的田园
画卷。

“这些豌豆是今年四月份种植的，生
长周期为5个月，耐寒耐旱，非常适合在我
们卡力岗地区种植。现在陆续进入采摘
期，每亩豌豆产量能达到400多斤。”石乃
海村种植大户马扫么乃说。

豌豆是石乃海村近年来推广种植的
“短、平、快”农产品之一，种植面积已扩大
到2500亩，豌豆种植周期短，且管理简单、

产量稳定，价格平稳，青豌豆每斤收购价
格在1.9元—2.2元之间。除豌豆外，石乃
海村还种植了 1300 亩青稞以及 500 亩燕
麦草，为农民增收提供了致富渠道。

位于卡力岗山区南部的海东市化隆
县德恒隆乡，“面朝黄土背朝天”曾是大山
里农民世世代代的生活写照，一代又一代
人把遗憾永远地埋在了光秃干旱的山梁
上。如今，不服输的德恒隆乡人民，靠着
勤劳致富的双手，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开启了“统种共富”新篇章，在小康幸福路
上越走越远，一代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
实。

德恒隆乡紧紧围绕“党建引领+统种
共富”发展思路，坚持把发展特色农作物

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首
选产业来抓，今年共种植小麦 21000 亩，
青稞 12000 亩，马铃薯 2000 亩，豌豆 6500
亩，油菜 7500 亩，燕麦 2400 亩。各村党
支部积极作为，将闲置土地统一流转给
种植大户，农户在每亩享受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 100 元的基础上，再享受流转费
20 元。截至目前，全乡培育了种植专业
合作社 23 个，其中本土合作社 20 个，流
转土地 34000 余亩，村集体经济收益达
到 40 万元，有力推进了高原特色现代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丰富了市场

“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钱袋子”，实现
了撂荒地“活起来”到村集体“富起来”的
转变。

本报讯（特约记者 海报）金秋十月，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田间地头到处一
派繁忙的劳动景象。随着马铃薯挖掘机
的轰鸣，一个个马铃薯破土而出，铺满田
垄，农民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马铃薯收获
进度。今年，互助县共种植马铃薯 1.4 万
公顷，目前已采收6000公顷。

在互助县西山乡麻莲滩村的田地里，
互助县农业推广中心的技术员正在开展
马铃薯现场测产和品种调查。一个个圆
墩墩、黄灿灿的马铃薯被刨出地面，经过
实地丈量样点面积、现场采挖采收、过秤、

认真核算等环节，测出互薯4号、互薯5号
亩产约2000公斤，青薯9号亩产约3500公
斤。按当前马铃薯销售价格每公斤约1.2
元计算，亩产值均在3000元以上。得益于
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西山乡成为互助县
马铃薯的主产区，种植马铃薯是西山乡老
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2023年，西山
乡马铃薯总播种面积为2333公顷，几乎家
家种植。按照目前的测产情况和市场价
格核算，全乡今年预计马铃薯总产量达
8750万公斤，带动群众累计增收预计达1
亿多元。近年来，西山乡在做优特色产

业、做大特色品牌、做精产业链条、擦亮
“薯香西山”名片上狠发力，先后在马铃薯
粉条加工、马铃薯衍生产品培育、早熟马
铃薯试种、马铃薯高效栽培技术等方面出
实招。目前，培育的“七彩酸辣粉”享誉省
内外，和平村马铃薯交易市场及粉条加工
车间即将投入使用，马铃薯产业链将越做
越长，群众增收致富的途径越拓越宽。

在五峰镇上马村的田野里，只见马铃薯
堆积成山，丰收的马铃薯成为乡村最亮眼的
风景。今年，五峰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
广种植青薯9号、青薯10号马铃薯，协调配
合相关部门，积极培育、扶持种植大户，并给
予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全镇共种植马铃薯
近600公顷，平均亩产超过3000公斤。

今年，互助县立足资源禀赋，积极调整
种植业结构，在互助县蔡家堡乡、西山乡、东
山乡、丹麻镇等乡镇推广种植互薯4号、互薯
5号，青薯9号、青薯10号等马铃薯新品种
1.4万公顷。为确保马铃薯增产，互助县积
极推广实施测土配方、马铃薯绿色高效栽
培模式、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项目等新技术，
加上今年雨水充沛，全县马铃薯增产效果
比较明显，马铃薯成为互助县浅山地区的
支柱产业。同时，互助县在提高土地利用
率、修建冷藏窖错峰销售、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等方面积极出谋划策，用“小土豆”撬动

“大民生”，真正让马铃薯成为农业增效的特
色主导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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