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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当前，正值牲畜抓膘出栏的关
键期，果洛州坚持将加大牲畜出栏作为发展畜牧业和增加
群众收入的一项重要工作，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实干担
当的强大动力，多措并举促进牲畜出栏，狠抓政策举措落
实，为群众稳定增收夯实基础。目前，全州牲畜出栏27.97
万头只，其中牛22.73万头，羊5.24万只，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74.78%。

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的服务、沟通、协调作用，组织
州统计、国家调查大队，按季度召开畜牧生产形势分析
会，进一步细化分解出栏任务，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州肉食
品供应情况和市场价格，提前谋划牲畜出栏，切实维护肉
类屠宰行业秩序，加强畜禽屠宰行业肉类产品检验检疫
及监督管理工作，保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各县政府高
位谋划，对牲畜出栏工作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积极为
牲畜出栏谋出路。

州县两级相继召开今冬明春防灾抗灾保畜暨城乡居
民生活保障会议，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提前谋
划部署应对极端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夯实牲畜
出栏基础，目前全州预储备青干草 3.16 万吨、饲草料
6849.4吨。同时，全州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积极
做好牲畜检疫、消杀、牦牛耳标佩戴及信息录入等工作，
帮助牧民群众实现牦牛养殖信息化、透明化，方便及时出
栏，助力致富增收。

果洛州出台牛羊出栏惠农政策，加快农畜产品和活
畜流通，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甘德县整合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515万元，实施“以奖代补”项目，对生产经营
性涉农企业收购牦牛后以成交价的3%进行补贴。玛沁
县投入资金350万元，制定出栏补助制度，牛羊出栏奖补
上限为3000元/户，合作社出栏补贴上限为5万元/个，鼓
励和支持牧户牲畜出栏。玛多县借助上海援青、东西部
协作等平台，加强畜产品宣传对接，不断拓宽牲畜出栏渠
道，目前和不同地区企业签订总销售额860万元的销售协
议。

牛！

全州牲畜出栏27.97万头只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今年以来，
果洛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实推进十大类40项民生实事工程，突
出实事实效，多次专题研究、调度督办，
有力高效推动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落实，
州政府各部门积极领办、精准举措，狠
抓分管领域民生实事，州政府办公室强
化综合协调、要素保障、督办服务，力促
落实提速提质提效。

坚持目标导向，运用“一台账、两清
单、三方法”，即任务台账，责任清单、问

题清单，闭环工作法、清单工作法、一线
工作法，40 件民生实事任务逐层级、逐
地区、逐项目、逐季度排出目标，固化责
任。建立州级负总责，部门负主责的高
效落实责任机制，以责用“链”促落实。

按照“精细建账、精进交账、精准核
账、精确销账”要求，40件民生实事件件
实现挂图作战。强化州县乡“三级”一
体贯通，政府统筹建账销账、分管部门
分项核账交账，形成上下贯通、条抓块
统、统分结合的抓落实体系，“一根钢钎

插到底”，条块联动抓落实。
全链条、全流程、全闭环，突出数字

说话，绘制有标准、有量化、有节点、有
时限、有问效的“施工图”“路线图”“责
任状”。线上 13710 督办督促，线下“扎
捆式”督查推进，月月盘点、精算兑账、
跟踪问效，紧盯关键环节关键少数，从
严从实推动责任落实，确保民生实事惠
民有感见成效。截至10月底，全州40项
民生实事工程中的36项已完成年度任
务，剩余4项正在抓紧推进当中。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
地处青海省南部，是万里黄河流经第一县，素有“黄河之
源、千湖之县”的美称。玛多县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核心腹地，肩负守护源头、保护黄河的时代使命，生
态地位尤为特殊。

据了解，2021年以来，青海省玛多县累计治理草场退
化形成的黑土滩29万亩、黑土坡3万亩，改良补播退化草
原60万亩，修复重要湿地4.4万亩。同时，扎实开展森林
草原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治，持续在河道、湖泊、草地清理
管护工作上下功夫，完成国土绿化15万亩、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任务20万亩、有害生
物防控170万亩。

数据显示，黄河源头湖泊数量由2012年的4077个增
至5849个，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增大74.6平方公里和
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草地综合
植被盖度达56.3%，野生动物种群由原来的17目29科79
种增至21目46科106种。

玛多县扛牢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经过长期
保护发展，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生物多样性不断提高，环
境质量稳步向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推动玛多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鲜明底色。

玛多县：

改良补播退化草原60万亩

本报讯（通讯员 班玛宣）自2018年
实施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以来，全县
共投入村集体经济资金7345万元，针对
32个行政村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因村
施策村集体经济项目。截至2023年10
月，全县 32 个行政村累计收益 2396.12
万元；2022年年底，全县32个行政村村
集体经济收益均在5万元以上，收益10
万元以上行政村有28个，占87.5％。

班玛县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探
索多渠道、多模式、多元化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的有效办法，各村立足地区资
源优势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做好

“党建+”文章，推行成功经验做法，涌现
出了一批以“党建+民俗文化+小车间”

“村集体+合作社+牧户”等为代表的区
域特色发展模式。同时，着力建强基层

“头雁”队伍，让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干部
在集体经济发展中既当管理者又当经
营者，使农牧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能
力、凝聚力及向心力不断得以提升。

通过对各村深入调研、清查、盘点、
核实，摸清各村集体经济家底，逐步规
范对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倒逼村干部在
发展村集体经济上找出路、想办法，凝
心聚力推进乡村振兴。引导各乡镇在
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基础上，依托产业发
展，在“牲畜”上下功夫、做文章，抓好生
态畜牧业主导产业发展；在谋划好畜牧
养殖和农畜生产加工过程中，优化产业

布局，将劣势变优势，逐步拓展产业链
条，使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

各村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
建设农村牧区过硬党支部的重要抓手，
通过建设藏茶加工厂、羊肚菌种植基
地、芫根加工厂、黑青稞炒面加工厂、乳
制品加工厂、民族服装加工厂、石刻加
工车间、有机肥加工厂等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推动村集体经济与红色旅
游、畜牧业等资源的有机融合。同时，
充分依托玛可河林业区生态资源，大力
发展羊肚菌、中藏药材等林下产业，多
渠道带动农牧区劳动力就近就业增收，
实现村集体经济和农牧户“双增收”。

班班玛县玛县：：多措并举发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件件民生事 个个暖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久治宣）久治县推行
抓党建促落实“四联三卷”工作机制以
来，坚持“大抓党建、抓大党建”的鲜明导
向，以全面提高基层组织建设整体水平
和实际成效为目标，切实加强基层党组
织队伍、阵地建设和产业发展巩固基层
政权，为全面开启久治县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在全县范围内打造基层党建品牌
示范样板4个，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2个，党建示范点及示范性党建阵地1
个，成立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管委
会11个，优化调整村“两委”班子成员2
名，吸纳新党员35名，挖掘乡土人才70
人，选派村干部参加学历提升41名，储
育后备干部 308 人，着力形成“以线带
面、整体提升”的党建良好格局，进一步
建强全县基层党组织队伍。

不断放大“红磁场”效应，增强基层
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助推基层治

理。以丰富场所服务功能，扎实推动乡
镇基层政权“五小工程”项目和村级党
员活动阵地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今年
县级财政分别拨付300万元和174万元
实施门堂乡门堂村等6个村和索乎日麻
乡章达村等6个村（社区）党员活动室提
档升级项目，协调追加155万元，对白玉
乡白玉村等5个外围圈地面积较大的党
员活动室阳光棚进行改扩建，项目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索乎日麻乡实施的“五
小工程”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5%。

深入22个村扎实开展调研工作，破
解村集体经济真实数据不清、项目收益
数据混乱等“老大难”问题；投入2023年
中央财政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70万
元实施白玉乡白玉村生态畜牧业养殖
基地发展壮大项目，实现资产性收益 8
万元。年内打造白玉乡白玉村生态畜
牧业养殖基地发展壮大项目和门堂乡
果囊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项目2个村集
体经济示范点项目。建立 2024 年村集
体经济项目储备库，为2024年村集体经
济发展储备项目38个。

久治县久治县：：全面推动固本强基行动全面推动固本强基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