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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起去拉脊山看日出。”
“这周末有没有一起去拉脊山的朋

友，可以结伴。”
“总有一场日出和山海值得奔赴，海

拔3820米的日出氛围感绝了。”
……
这几天，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疯狂“出

镜”的拉脊山火了。网友们纷纷留言赞叹
拉脊山的绵延多姿，视频中披着银装的峰
峦和柔美缱绻的云海构成了一幅景色绝
美的画卷，尤其是在拉脊山上壮美的日出
景观配上迷人的云海，让人流连忘返。

拉脊山位于贵德县境内宗喀拉则景
区，属日月山支脉，由西向东蜿蜒，最高峰

海拔4524米，是省内观看日出的绝佳地
点之一。记者了解到，拉脊山所在的位
置是从古至今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主要
的交通要道，是距离省会西宁市最近的
草原牧区和海拔最高的山峰，拉脊山特
有的交通区位优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观看日出。今年九月以来，借
着重阳节登高望远的习俗，大家用手机
拍摄了各种短视频将“爬拉脊山看日出”
这一话题迅速推上了热搜。

“快看，太阳要升起来了！”6时30分，
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晕染着太阳即将
升起而散发出的红色朝霞，天空愈发显
得清澈高远。7 时 36 分，在拉脊山观景
台，太阳慢慢升起，此时峰顶人声鼎沸，
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拍视频，亲眼见
证太阳升起的美好时刻。

有网友留言说：浪漫的不只是日出，
是凌晨三点的说走就走，是勇敢热烈的
我们。不可否认，时下，游客寻求高层次
的精神和文化享受日益剧增。游客万景
告诉记者，日出升起的那一刻心情很激
动，仿佛又看到了一个新希望的冉起。

随着网络流量的不断增加，一时间，
拉脊山成为了秋冬旅游的必去打卡地，也
带动了我州境内秋冬旅游热潮。

说到海南州境内秋冬旅游，不少人觉
得可去的地方屈指可数，实则不然，青海
湖候鸟、冬日千姿湖、神奇的赛宗山……
海南州秋冬旅游，正一步步演绎着不一样
的精彩。

以贵德县来说，从春日的千树万树梨
花开，到盛夏时节的一派江南风光；从层
林尽染的灿烂秋景，到挂着雾凇的杨柳河

畔……贵德县在文化旅游发展上真正做
到了“花开不败”。

这几年，贵德县为了实现全季发展，
依托节庆赛事、农趣体验等方式加大旅游
宣传营销，除黄河文化旅游节、环湖赛、抢
渡黄河极限挑战精英赛等重大节庆赛事
之外，重点打造了民间社火、农家采摘、湿
地观鸟、温泉药浴等“一月一主题”活动，
让游客哪个月过来，哪个季节过来，都有

“看点”。我们惊叹贵德旅游之变，并试图
解读这一旅游热点背后的推动力量。

合力下好文化旅游这盘大棋则是贵
德旅游提速发展的“秘密”所在。海南州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
海重要讲话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编制《海南州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推动“四地”融合发展，实现泛共和盆地绿
色崛起战略规划》，州委州政府按照“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的发展目
标，坚持大手笔谋划、大规模投入、多元化
融合、精细化管理、全域化体验的文旅发
展理念，不断提升海南旅游发展规模、质
量和效益，全州文旅产业呈现出持续、快
速、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围绕自身区
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产业，结
合生态休闲游、民族风情游等区位资源优
势，积极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既
适应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传
统民俗和地域文化。

海南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彰显
文化自信，在四季全域旅游中华丽转
型，让海南州的文化散发出了独特的魅
力。

（特约记者 高岳 通讯员 贵组宣）

走，一起去拉脊山看日出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10 月
27 日至 11 月 5 日，共和县农特产品展
销活动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共和本
地的 30 余家企业、95 种农特产品参
展。

本次展销会旨在推广和展示共和
县高原农特产品，加强江苏常州和共
和县的交流，进一步促进消费帮扶。
在展示品牌成果、提高产品知名度的
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共和、走进共和，

为招商、旅游和商贸洽谈畅通信息、牵
线搭桥。

展销期间，常州市钟楼区、溧阳
市还举办了共和县农特产品展销馆
揭牌仪式，在常州市供销特产仓储
体验中心广场、溧阳市南大街 62 号
开展了高原农特产品展销会。老少
咸宜的三文鱼水饺、风干牦牛肉、酸
奶，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青稞方便面，
养生达人热衷的沙棘、黑红枸杞原

浆，小朋友们爱喝的酸奶等产品参
与展销。

近年来，共和县依托农牧业优势
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
业，实现了由传统经营方式向集约化、
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的转变。同
时，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
极探索集农牧业、加工业和销售服务
业于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有力助推
乡村振兴。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年
来，贵南县以重大生态项目实施为抓
手，围绕创建生态保护示范县总体目
标，通过项目带动、县级自筹、引进企
业、动员群众等多种方式，全县沙化治
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振兴
蓄积了生态力量。

按照“环木格滩生态圈治理为主
线，四滩两沟两线一流域为重点”的沙
化治理总体思路，坚持政府主导，全社
会参与的治沙方针，积极动员全县农
牧民群众、干部职工等参与治沙造林，
特别是连续三年开展军民共建万亩治
沙造林活动，在木格滩黄沙头高质量、
高标准完成人工造林3.5万亩。

不断总结推广黄沙头沙化治理经
验，在巩固以黄沙头治理为重点的基
础上，加大对过马营镇多什泽沟、茫拉
和沙沟两河流域、黄河龙羊湖南岸等
环木格滩周边区域沙化治理力度，仅
2022 年就投资 1.34 亿元，完成国土绿
化（防沙治沙）29.9万亩。

贵南县在树种选择、治理模式、技
术配套上下功夫、做文章，不断探索科
学治沙新途径，与青海大学农林学院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坚持先行先试、边
建边推，首创杨树深栽造林新技术，并
试验推广沙障设置、雨季直播柠条、容
器苗造林等新模式，目前全县共推广
杨柳深栽造林25 万亩，当年成活率达

85%以上，沙漠地带三年后保存率基本
保持在65%以上。

强化政策激励，把生态建设与脱贫
攻坚工作、乡村振兴工作有机结合，自
2000年起至今共发放退耕还林草补贴
6.8亿元，2011年至今两轮草原奖补共计
发放8.42亿元。积极结合生态振兴相关
政策，从脱贫户、一般户、监测户中安排
生态管护员942名，每人每年发放工资
21600元。同时，加大治沙工程本地用工
力度，每年吸纳当地群众参与治沙工程，
带动578户3600余人稳定增收，户均收
入增加9000元以上，有效激发了群众参
与沙化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
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贵德县河阴镇邓家村的种植规模和产量呈
逐年递增态势，今年种植的玉米喜获丰收，一亩
地产值达到了3000元，村民们发展生产、参与种
植养殖的积极性更高了。

邓家村是传统的农业村，共有319户、1223人，
耕地面积1260亩。几年以前，因为种植投入成本
高，耕作效率低，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不
愿在耕地上下功夫，耕地撂荒问题日益突显。

2021年，邓家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整合村内资源，深挖自身
优势，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决
定创建“党建+合作社”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创办
了贵德县神泉种植专业合作社。

把村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由合作社经营，达
到合力发展本村农业的目的。流转出土地的村
民可以安心地出去挣钱，大大增加了村民收入。

土地整合只是第一步，如何改造传统农业、
做强农业生产成了摆在村“两委”面前的新课
题。该村经过多次调研考察，梳理出了产业发展
的新途径——“三村联盟、抱团发展”的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新模式。“联合左右邻村童家村和张
家沟村构建‘三村联盟’”这一想法得到了河阴镇
党委政府的肯定和支持。镇政府领导及三村村
干部经过多次商议，根据贵德县周边地区饲用玉
米市场空白的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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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种植大
面积的饲用玉米。

玉米不仅可以销售、做粗粮的加工材料，秸
秆还可做牛饲料，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现在不
仅能在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家人还有稳定的收
入保障。”邓家村村民邓吉龙说，自从合作社成立
后，他在合作社打工，每年收入还不错，生活越过
越红火。

邓家村收割机驾驶员石生玉告诉记者：“现
在三村联合发展之后，互相学习种植更专业了，
机械多了种植就更具规模化了，我们这三个村现
在完全是‘一家人’了啊！”

2023年，邓家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27万元，
带动就业群众80人，实现了合作社发展与村级集
体经济、群众利益一体化推进。

（特约记者 才让本 通讯员 马永芳）

邓家村：

撂荒地变成“致富田”

共和县农特产品再次走进常州

贵南县为乡村振兴注入“绿动能”
本报讯（通讯员 州公安）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海南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认真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
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唯一标准，求真务实、科学
行政，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解决“放管服”领域热
点敏感问题，以最大限度、最强举措、最优服务，
提升办事效率，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的承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和幸福感，近期创新性地增设了摩托车驾驶人藏
语考试系统。截至目前，已有500人通过了考试，
积极助力农牧民群众实现“驾考梦”。

长期以来，因摩托车无牌无证、摩托车驾驶
人无证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多发频发、居高不
下，严重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一些少
数民族群众汉语水平不高、想考却考不上驾驶证
等实际情况，交警支队车辆管理部门多次深入基
层调研，多渠道、多部门沟通衔接，在2016年设置
小型车辆驾驶人藏语音考试（播报）系统的基础
上，于2023年在共和、贵德两县驾考中心增设了
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摩托车驾驶人藏语音
考试系统。

此举开创了全省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
行摩托车驾驶证考试的先河，为少数民族考取摩
托车驾驶证带来了福音，从根本上解决了牧民群
众因汉语文化水平低导致的“考证难”问题，为进
一步提升牧民群众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促进民族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出了“海南车管”力量。

海南州交警

倾心为民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