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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和县城恰卜恰镇一路向西 30
多公里，绕过一道弯，便远远望见通往
沙珠玉乡政府的公路两边两排高大的
白杨树。村庄和农田掩映在一排排绿
树之间，近处的沙丘上到处是柠条、梭
梭迎风起舞……

经过几代人50多年的艰苦奋战，沙
珠玉成为青海乃至全国的高寒干旱沙
区治沙防沙示范样板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州防沙治沙
实现重大突破，形成了荒漠化治理与绿
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沙
珠玉持续推进的人工扎草方格沙障，还
是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609平方公里一
望无际的蓝色光伏海洋；无论是贵南县
黄沙头 300 公里郁郁葱葱的绿色长城，
还是正在打造的“绿电三江源”（三条清
洁能源西电东送通道），都被赋予了生
态保护和实现绿色发展的意义。

科技绘就绿水青山长卷科技绘就绿水青山长卷

如今，站在海南州生态文明建设的
“制高点”上，优良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最
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2年海南
州成为以“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

为切实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保
证母亲河黄河岁岁安澜，海南州紧紧抓
住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的契机，推广先进成果，强化技术运
用，切实提高建设成效。在项目建设
中，积极推广使用水钻造林、杨柳深栽
造林等治沙新技术和成果运用，苗木成
活率有效提升，栽植成本大大降低。

人工扎草方格沙障、拖拉机搬运草
捆，成捆的树苗泡在水坑待栽种……这
是在共和县的塔拉滩治沙现场，每年都
会看到的繁忙景象。

海南州将推进生态保护与治理，筑
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推动产业“四地”融合发展，推进民生
持续改善，建设和谐美丽新海南，增强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植树治沙共筑绿色家园植树治沙共筑绿色家园

几年前的恰卜恰镇德吉滩还是一
片“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景象。
如今，这片黄土地上已经绿意跃动，由
中国太保建设的2千余亩“三江源生态

公益林”，12万余株林木正在茁壮成长，
郁郁葱葱。

2020年起，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捐资建设高标准生态公益林受到了省
州政府的表彰，目前已完成三期工程建
设，累计投资3360万元在共和县德吉滩
建设高标准生态公益林2000亩，苗木成
活率超过90%。

太保三江源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成
功也带动了社会企业在海南州捐资建
设高标准公益林的热情，国家电投黄河
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捐资 1142 万元
在共和县恰卜恰西山建设高标准生态
公益林 735 亩；中国三峡集团青海分公
司捐资500万元在共和县恰卜恰西山建
成高标准生态公益林273亩。

近三年来，海南州完成沙化土地治
理212.74万亩，治理区林草植被覆盖度
增加到30%以上，共和盆地、环青海湖地
区沙化土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明显减缓，
土地沙化面积扩大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实现了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和沙化程
度持续“双减少”，森林覆盖率、草原植
被覆盖度“双提高”的目标。

绿色能源与生态治理完美结合绿色能源与生态治理完美结合

特殊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其特有的
发展方式。

自2012年以来，海南州充分利用大
面积荒漠化土地和太阳能资源优势，集
中连片实施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
建设。监测数据显示，光伏园区内风速
降低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30%，植
被盖度恢复到80%，加之清洗光伏板下
渗的水分使空气湿度、沙地含水量增
加，有效促进了植被生长和恢复，固沙
防沙功效明显增强。

一排排光伏板就像是塔拉滩上生
长的“铁杆庄稼”，给当地群众培育出了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环境的向好
发展是最普惠的民生，是美好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全州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在沙漠化
土地治理，近70年的防沙治沙路程，全
州各级干部和地方群众在与沙化斗争
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州林草局局长
何香龙说，海南州在治沙过程中积累了
丰富的治沙经验，治理方法也在不断创
新和丰富。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色
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州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目标之
一，也是海南州最强的底气和最亮的颜
色，更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样板
和展示窗口。

（特约记者 肖玉珍）

“我就在家门口的酒店上班，比起以前现在生活已经
有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共和县江西沟镇莫热村党总
支坚持以“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为目标，把
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村
集体经济扶贫产业园为主导，配套发展乡村旅游业、青海
湖民宿产业以及现代生态畜牧业等产业链，全力共建支
部联企产业发展多元化的红色大联盟。

依托莫热村草原风光、民俗文化、民族技艺等独特资
源优势，实行区域联动，规划了“吉祥八宝谷、南山观景
台、一浪尖”等生态观光游项目，构建莫热村九社、十社乡
村旅游点融合发展的特色旅游综合体产业集群结构，以
点连片创新打造特色乡村旅游新格局。青海湖南山彩虹
路是2021年共和县交通局为了带动青海湖旅游发展、促
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所打造的一个网红景点。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将沿线的莫热村、大仓村、元者
村这三个村庄的精品民宿、农家乐相串联，游客们驾车一
路驶过，可以赏美景、拍视频、住民宿、品美食，这就为当
地百姓致富增收提供了渠道。游客也可以深度体验这里
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亲身感受特色文化旅游道路的魅
力。莫热村依托南山彩虹路辐射带动作用，以“吒牧阁”

“灵珠民宿”为乡村旅游民宿示范点，规范打造一批基础
设施条件完善、旅游配套服务体系健全的精品民宿。推
进“民宿+乡村旅游点+扶贫产业园”抱团运营模式，引导
旅游民宿与乡村旅游产业集群联动发展，形成板块集聚
效应，塑造“青海湖”民宿品牌效应，形成“青海湖”民宿产
业发展带，确保民宿产业成为青海湖乡村旅游的中坚力
量。不仅如此，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莫热村在党总
支的带领下，草场和牛羊全部放在合作社，牧民都已经成
功转型为“股民”。

近年来，莫热村通过培育牦牛、藏系羊、青稞、油菜四大
产业高效种养殖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牧互补效应
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坚持“四个百分百”稳步推进莫热村
七社现代生态畜牧业股份经济合作社项目，合作社入股村
民103户382人，每户年均收益可达11.2万元，并将辐射带
动152户183人加入现代生态养殖业中，进一步实现农民变
股民、传统养殖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该村党总支积极发
挥基层党支部“桥头堡”和广大党员“领头雁”作用，强化乡
村振兴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两委”干部队伍建设，与
帮扶单位深入合作，协调成立乡村振兴政策宣讲团，定期宣
传等服务，充分利用返乡大学生等优势资源，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人力支
撑。 （特约记者 高岳 通讯员 高晓龙）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 通讯员
曹有山）“今天宣讲人员到家来给我宣
讲党的政策，他们读着我听着，还给我
耐心解释，我们老党员也能跟上学习进
度了。”家住兴海县温泉乡长水村的老
党员扎西说。

据了解，为了让参加集中学习有困
难的老党员跟上主题教育学习步伐，兴
海县温泉乡“茫澎”青年宣讲团对辖区村
社行动不便、年老体弱、理解水平低的农
牧民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服务活动，打
造层次丰富、覆盖广泛、专兼结合的宣讲
队伍，以“送学上门”等丰富多彩的宣传
形式，使宣讲“活”起来、“鲜”起来，让理论

宣讲更接地气更受欢迎，把宣讲内容精
准“滴灌”到农牧民群众心田。

为了确保送学效果，切实将党的声
音传递到每一个党员身边，兴海县温泉
乡明确“茫澎”青年宣讲团成员送学任
务，用以会代训的方式培训宣讲团成员
主题教育学习的内容，要求成员们熟练
掌握理论知识。同时，排查出全乡老弱
年迈、行动不便的老党员64人，建立结
对送学帮扶台账，即宣讲团成员、村支
部委员、包村干部共21人组成“送学上
门”服务小组 7 支，结对老党员辅导学
习，让其参与主题教育学习，确保党员
思想“不掉队”。

自“送学上门”活动开展以来，宣讲
团成员突破以往集中传达的单一形式，
转变思路，坚持“群众想听什么，我们讲
什么”，结合身边人、身边事，让党的创
新理论通过平实易懂的语言传入农牧
民党员耳中。温泉乡“茫澎”青年宣讲
团到长水村、赛什塘村等村，给无法参
加集中学习的老党员送去学习资料128
份，并向老党员们解读了主题教育的总
要求及目标措施相关知识。此外，“送
学上门”服务小组与老党员们建立了学
习联络微信群，以微信群为载体，推送
主题教育相关的学习内容，不断丰富学
习内容，切实提高了学习质量。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员
洛桑）近年来，同德县唐谷镇在“一村一
品”的发展基础上，统筹驾驭好人才、产
业、生态“三驾马车”，画好凝心聚力发
展的最大“同心圆”。

积极发掘和培育返乡大学生、致富带
头人、优秀年轻人才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培
养，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强劲动力。组建
就业“生力军”，组织开展易学实用技能培
训班，解决部分脱贫户的就业问题。同
时，设置60个光伏公益性岗位及20个临

时性公益岗位，共发放工资13.2万元。
种养殖业发展持续向好，全镇今年

牛羊存栏共22.2万余头（只），出栏5200
余头（只）；种植燕麦 15169.07 亩、油菜
5398.77亩、青稞19088.61亩、大豆50亩，
齐步并进不断推动资源禀赋，牢牢把握

“粮食安全底线”。坚持把党建引领作
为产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采取“党支
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牧民
富在产业链”的形式，将产业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全镇17个村集体经济

收入均超过10万元，年收入总计约1928
万元。

结合“清洁海南”、农牧区人居环境
整治等行动，常态化开展“每日十分钟，
清洁唐谷在行动”、每周五环境卫生整
治活动60余次，环境卫生督查20余次，
所查问题均已全部整改完成；认真组织
开展“厕所革命”摸底排查工作，完成厕
所整改227座；在全镇17个村72个鼠害
严重地区进行为期 4 天的草原灭鼠行
动，完成高原鼠兔防治10万亩。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 通讯员 贵组宣）贵德县河
西镇根据党员分布状况和群众居住情况，按照就近就地
就便原则，采取“党员选择群众、群众选择党员”的“双向
选择”联户办法，打造党员联户“1+X+N”党建品牌，不断
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服务力。

今年以来，河西镇各村党员们不定期深入结对脱贫
户、监测户、一般户家中，坚持勤坐“热板凳”，多听“心里
话”，及时了解群众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收入来源、住房安
全、劳动能力状况、子女上学、耕地和牲畜养殖等情况，对
所联脱贫户、监测户做到家庭情况清、致困原因清、就业
技能清、帮扶需求清“四清”。

以党员联户“1+X+N”党建品牌为抓手，发挥网格化管
理作用，积极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化解矛盾纠纷、
平安建设、移风易俗等工作，通过党员带头亮身份、践承诺、
争先锋，形成“联户党员引领，群众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由外而内”提升基层治理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将矛盾

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结对党员也能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定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西山湾村党务工作者张秀英提起党员联户“1+X+N”党建
品牌，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锚定绿水青山 书写“大漠风流”

温泉乡温泉乡““送学上门送学上门””零距离服务实话好零距离服务实话好

唐谷镇“三驾马车”齐驱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红红色引擎色引擎””

牵动莫热村产业多元发展

河西镇：党员群众联户也“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