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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今年以来，州工
信商务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多措并举
助企暖企，推动工业扩规增产，有力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助力全州工
业商业经济运行稳定有序。上半年，完成社零
总额6.4亿元，同比增长12.9%。1月—8月，完
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12%。1月—9月，完
成进出口1362.9万元，同比增长27%；网络零
售额同比增长444.6%，网络购物交易额达1.9
亿元。

落实州级助企暖企专项资金500万元，
争取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45万元，
对符合相关补助政策的企业46家落实补助
资金为242.39万元。全州范围评选“果洛州
经济贡献十强企业”，落实奖励资金 43 万
元。培育新增小微企业6户，申报认定省级
创新型企业3家、专精特新企业1家，培育拟

上规企业3家。加强融资对接，13家企业与5
家金融机构签订了融资对接意向协议，意向
融资6521.4万元。积极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
开展协作交流，与金草原、雪山食品分别达成
1000万元、500万元采购协议或意向订单。

围绕百货、餐饮、住宿、油品、特色产品
等领域，大力开展助企暖企促消费、消费促
进月等活动。截至目前，全州累计投入促消
费资金265余万元，开展促消费活动24次，
累计发放20轮政府消费券10万张，直接带
动消费830万元，间接带动消费1871万元。
举办了果洛州助企纾困促消费暨首届玛央
夜市广场商贸展销活动，组织全州101家商
家和玉树市 5 家企业参展，实现销售收入
300余万元。首届“格萨尔王杯”足球邀请赛
期间组织企业举办经贸活动，设立了特色产
品展示展销区、餐饮娱乐购物区、奇石展览

展销区，发放了 3000 张价值 75000 元消费
券，邀请了青川甘陕宁等地区共计100余家
参展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销售额达110
余万元。

制定出台《果洛州产销对接消费帮扶集
中行动实施方案》，组织企业参加生态博览
会、泰国曼谷食品展览会、日本国际家居及
消费品展览会、成都糖酒会、中小企业博览
会和组织9家企业15种产品参加上海对口
支援地区百架旅游包机启动仪式，组织 16
家企业的 100 余种高原有机特色产品集中
亮相第六届上海市对口地区特色商品展销
会，组织 24 家企业 10 大类 100 余种产品参
展青洽会等，全力推介我州牛羊肉、乳制品、
藏雪茶、矿泉水、手工艺、有机肥、藏香等特
色优势产品，活动期间达成采购意向资金约
1600万元，实现销售收入逾50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兴发）立秋后的果洛藏
族自治州久治县，虽然多了几分凉意，但位于
门堂乡门堂村门姆赛塘上的黄河风情园并未
沉寂，除了接待三五成群的自驾游客外，牧民
正忙着完善“2.0 版”的门姆赛塘，打造出更具
民族特色的风情园。

门姆赛塘汉语的意思是药材多的草滩。
这里的绿水青山孕育着川贝、虫草、黄芪等十
多种中藏药材。八年前脱贫攻坚伊始，门堂村
就将脱贫增收的目光聚焦于此，“办个药材加
工厂呗！”“草滩地平干脆开垦种药材。”当年，
人均收入只有四千元左右的门堂村，脱贫的决
心与干劲十足。但时任村委会主任昂保知道，

“三江源保护区内，这样做不是发展而是破
坏。”所以他将发展的思路放在了旅游上。

2016年，门姆赛塘上距离公路最近的一片
草滩上几顶帐篷、几面彩旗，“1.0版”的黄河风
情园诞生。“前两年每年创收1万多元，带动效
果没有达到预期……”伴随着风情园走了7年
的昂保，要面对的是如何盘活脱贫攻坚时期所
留下来的资产。

“昂保，你问我们咋放牛可以，做买卖的事
情真的不懂呀。外出上学的、打工的见过世
面，把他们叫来问问。”转折发生在今年初昂保
召集村里长者和老党员开会之后。

南杰昂秀是门堂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
一，2017年考入三亚学院就读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后干过营销跑过旅游，深知独有的风景和
传统民俗文化对城里人的吸引有多大。2022
年底，南杰昂秀邀请朋友到家做客，从住帐篷
吃藏餐到领略藏族文化，再到体验原生态放牧
生活，南杰昂秀的朋友脸上露出了新奇，嘴里
发出了感叹，“把风景和藏族传统文化绑在一
起，发展旅游业肯定能火！”

“当时虽然还有些顾虑，但他的思路是对
的。”南杰昂秀的想法让昂保眼前一亮，在召集
了大大小小近十余次意见征求会后，黄河风情
园开始向“2.0版”升级。

今年7月，升级后的风情园开始试营业，豪
华帐篷换成了传统的牛毛黑帐篷，牛粪土灶、
牛毛毡取代了燃气灶和餐桌，鸡鸭鱼肉等菜品
也被改成了酥油糌粑、自制酸奶、牦牛肉特色
地方美食。“主打的就是原生态！”南杰昂秀还
第一个将放牧体验、骑马、射箭等传统活动带
进了风情园，一个月的试营业额达五万多元，
接待游客一千余人次。

门姆赛塘上的热情被再次激发。以家庭为
单位，十五顶传统黑帐篷在二十多公顷的草滩上
分布开来。二十多头用于放牧体验的牦牛，散养
在帐篷外。石磨台磨青稞面、酥油桶打酥油、捻
线坨、捻牛毛线……参与经营的牧民穿着传统服
饰，将古老的游牧生活照搬进了风情园，在现代
生活的城市边缘，打造出了一个“原始部落”。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日前，青海省
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在果洛州卿山国际
酒店挂牌，标志着果洛州首家省级劳模（职
工）疗休养基地正式在果洛建立。为全州
工会工作增添了新阵地、设定了新起点，为
进一步做好劳模培养选树和管理服务工
作，引领全州更多职工群众争当新时代劳
动模范、“果洛工匠”奠定了基础。

基地将面向我省全国、省部级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含享受待遇者）、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和一线优秀职工，通过同行
交流、短期培训、集中疗养等形式，精心设
计一批内容科学合理、形式丰富多样的疗
休养活动，帮助全省各级劳模和一线优秀
职工来果洛休息休假、考察观光、学习交
流，充分领略果洛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感
受秘境果洛的独特魅力，从而放松心情、休
养休息、增进健康，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

回归工作。
下一步，州总工会将切实履行劳模管

理服务职责，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务体
系，整合工会和当地特色企业资源优势，积
极打造更多让职工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具
有地方特色和工会元素的基地，大力营造
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
的良好社会风尚，激励广大职工群众争做
新时代的奋斗者。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兴发）走进果洛藏
族自治州甘德县江千乡恰曲纳村，一幢幢
藏式花园“洋房”铺展开来，硬化水泥路向
前延伸到家门口，太阳能路灯沿途竖立，一
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新农村
景象展现在眼前。

“六年前来过一次后再没来过了，去年路
过进来一转发现变样了！”刘伟，来自西宁市湟
中区的水果商贩，把车停在村道边上售卖着各
种水果。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的恰曲纳村，就是
牧民在山坡下聚集在一起盖了几间土房生活，
条件差得几乎是半原始状态，“做水果买卖就
是赶着季节，哪里好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卖，这
村如果还是以前那样肯定不会再来。”

经常找刘伟买水果的尕保，他家就在
村道边上，红色的大门衬托出藏式风格别
院的大气。街面、围墙均得到了整治或新
建，排水沟、排水管道以及太阳能路灯等设
施配备，覆盖全村的信息化、智能化乡村治
安管理体系，为村民的生活与平安提供着
24小时保障。

人们常说“内在的美才是真的美”。尕
保意识到：“要过上好日子，不仅要跟着党
走，还要自己勤快一些。”从等着政策帮扶，
到自己主动致富，尕保和门前的路一样，也
发生了一次蜕变。

通过就业培训和资金帮扶，尕保开起了

藏餐吧，四年来收入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
而这还不够，2022年尕保将藏餐吧生意交给
了家人打理，自己又走进村集体产业石刻
厂，成为了一名石刻工人，“现在真的知道了

‘好日子是双手干出来的’这话的道理。”
经历了脱贫攻坚后彻底觉醒的不只

有尕保，五年前，恰曲纳村务工和经商的
人数只有8人，到目前，这一数字已经增长
到了 300 多人，占全村青年人口的 90%。
集体产业也形成了以特色文化产业加工、

扶贫加油站、火锅店、千亩饲草基地等为
主的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如此巨变的背
后，不仅是这个传统村落原住民思想观念
的改变，也是乡村振兴之路上，在产业发
展的带动下，激发了牧民的积极性，正如
驻村第一书记熊军所说：“乡村振兴一定
是全面振兴，振兴路上既要让村民家里美
起来，还要让村里的产业兴起来，这样恰
曲纳村的村民才能稳定地富起来，乡村才
能真正地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玛沁宣）为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员亮身份于经
常、作表率于日常，真正把理论学习的成果
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近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镇
吾麻村党支部以“亮身份、作表率、树形象，
我为党旗添光彩”主题活动为契机，积极开
展村“两委”成员、党支部党员认养村集体

经济产业“责任牛”，切实助推村集体经济
发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吾麻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经营模
式为野牦牛养殖+饲草基地，今年，合作社牦
牛产仔量与往年相比较高，为缓解合作社越
冬牦牛饲养工作压力，吾麻村党支部书记、
副书记带头扛起“责任大旗”，无条件认养合
作社仔牛10头，其他党员纷纷响应。截至
目前，17名党员已通过自主申请的形式，代
养合作社牦牛150头，为合作社减少雇佣帮
牧工、购买饲草料等各类支出约6万元。

大武镇各级党支部通过开展“我的岗
位我负责、我在岗位请放心”“听民情、访民
意、转变工作作风”等主题鲜明、成效显著
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发出牧民党员参与村
级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各村党
支部组织力和凝聚力，受到了广大牧民群
众的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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