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24日 星期五

10A
版面 / 旭升 校对 / 寒倩

本版文字编辑 徐顺凯

从防沙治沙到点沙成从防沙治沙到点沙成““料料””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南加 生格）初冬时

节，记者从曲麻莱县城出发，一路西行，前
往曲麻莱县秋智乡。十一月的高原大地，
山峦披银装，寒风凛冽、草木凋零，尽显萧
瑟之感。

秋智乡位于曲麻莱县西北部 88 公里
处，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在4580米以上，属
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具有高寒缺氧、
少雨多风（沙）的气候特征，其中空气中缺
氧量高达40%，平均气温-2.9℃，四季无差
别，冬季空气严寒干燥，降雪频繁，多风沙，
易成灾。

来到“秋智乡万亩饲草料基地”，远处
雪山连绵，在湛蓝天空中勾勒出银边，虽是
冬季，草木枯黄，但曾经的黑土滩已从一片
荒芜变成了现在草木繁茂、饲草充足的景
象，原本荒凉裸露的黑土滩上一点点有了

“绿意”。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秋智乡乡域内草场
沙 化 现 象 逐 年 加 剧 ，全 乡 土 地 总 面 积
736.76万亩，其中沙化面积就达到了170万
亩，草场面积534.33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
152.19 万亩），由于草场严重退化，经风蚀
和水蚀后形成了没有生态价值的黑土滩，
面积达152.19万亩。

“为加快防沙治沙步伐，按照曲麻莱县
委、县政府‘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
展理念，县乡两级多次深入基层开展技术
调研服务，秋智乡利用乡域内 1 万亩黑土
滩，实施了披碱草、燕麦试种植项目，实现
人工种植繁育自然草场，精心打造了‘秋智
乡万亩饲草料基地’，并在布甫村、加巧村、
格麻村实施，以生态治理产业化的发展思
路和优质牧草产业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秋智乡人大常委会主任索南才仁介绍
说。

“太感谢了，万亩饲草料基地真是一个
惠民利民的好举措！”秋智乡加巧村村民阿
永中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以前过度放
牧、气候变化、鼠害泛滥等因素叠加的影响
下，我们乡的很多草场都呈现出逐年沙化
的现象，给草原牧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影
响。如今万亩饲草料基地的建设，给我们
带来了希望，我们的村民只需要在种植和
收割时出一出力气，不需要一分钱，冬季就
能够分到必须储备好的牛羊的饲草料！同
时，也保护了家乡的生态环境。真是一举
两得！”

近年来，为提高生态保护及防沙治沙

成效，秋智乡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定不移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通过认
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防沙治沙方针、政
策和法规，将防沙治沙作为生态建设的头
等大事来抓，通过在一万多亩的黑土滩上
种植饲草料，不仅防沙，还能够满足牧民群
众的冬季饲草料的储备需求。如今，万亩
饲草料基地内耕地机、割草机、打捆机一应
俱全，基地基本实现了全机械化作业。

数字无言，却彰显巨变。2023年，曲麻
莱县秋智乡人民政府荣获“全国防沙治沙
先进集体”称号。如今，草原上跃动的绿
色，是生态之色，也是希望之绿。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农牧）今年初，玉树
州高规格召开了生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高站位谋划了未来三年的发展蓝图，高姿
态吹响了重振牧业雄风的冲锋号角。近日，
玉树州政府制定出台了惠农惠牧十项举措，
助推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聚力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主攻区。

十项举措内容涵盖装配式暖棚建设、
饲草料调运储备、牲畜月月出栏创新奖励、
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科
技赋能、品牌打造、担保贴息和普惠保险等
各个领域，惠及全州农牧业经营主体和所
有农牧民群众，建立并形成了千万支农资
金撬动亿元政策补贴的良性循环发展的工
作机制，为全州各级政府和各行业部门用
活政策、用足资源、用好资金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

一是装配式暖棚建设政策补贴比例高
达 80%，群众自筹仅为 20%；二是饲料调运
储备变抗灾饲料为精补料；三是出栏创新
补贴除正常出栏月之外，实行总量控制、
定点出栏、适时补贴；四是农机具购置补
贴措施按农户所需增加补贴额度；五是农
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给玉树特色农畜产品
办理“身份证”；六是科技赋能计划主要抢
抓 6 个科技特派团和 13 个科技特派员工
作站的 174 名专家服务“三农”机遇；七是
品牌打造工程，今年重点打造“扎什加羊”
品牌；八是担保贴息在原有 50%贴息政策的
基础上，州县再补贴 50%；九是良种推广补
贴重点解决供需双方“不满意”问题；十是
统筹百万资金保障全州 37 万农牧业人口意
外灾害损失。

十项惠农惠牧举措的出台，旨在建好牧
业的“地基”工程，转变群众的“依赖”思想，解
决牲畜的“温饱”问题，确保项目整合到位、资
金投向精准、政策资源用足。十项举措的制
定和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机制，降低了廉
政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能够使干部更有干
劲，让群众更得实惠。

本报讯（特约记者 包利英）近日，位于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区的扎西科公园内
出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白鹭的身影，这
一发现给玉树市区公园增添了一抹别样的
生机。

据了解，大白鹭是一种珍贵的鸟类，因
其优美的身姿和洁白的羽毛而被称为“湿
地精灵”。它们通常在沿海地区、河流和湖

泊附近栖息，以鱼、虾、蟹等水生动物为
食。大白鹭在中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

“我经常在公园内拍摄，但这次能够捕
捉到大白鹭的身影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它
们的出现是玉树生态恢复和保护工作取得
成果的体现。”玉树州摄影家协会会员（名

誉主席）韩小龙说。
此次大白鹭的出现不仅证明了玉树

地区的生态环境在持续变好，也彰显了
当地政府和社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所做的努力。随着湿地保护力度的加
大，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珍稀物种在这
里出现，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增添更多的
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特约记者 拉藏 巴毛）“可可西
里活化石”藏羚羊、“雪山之王”雪豹、潇洒
飘逸的藏族歌舞、粗犷勇武的康巴骑士、流
光溢彩的民族服饰……100余幅反映玉树
州自然生态、野生动物、民族风情、发展成
就的摄影作品正在康巴风情街展出，这些
生动的影像为冬季的康巴风情街增添了亮
丽的色彩。

展出的摄影作品是今年七月由中国
摄影家协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青海省文联、中共玉树州委州政府主办
的首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系列活
动中的参赛作品。为进一步扩大影响

力，部分作品近期还在北京举行了摄影
大展精品展。

玉树州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更尕次成
表示，“摄影展是提供给专业人员的。跟
大多数人一样，其实以前我不是很理解
在街头开办摄影展的意义所在，但是这
次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进行展出时，现
场的观众在欣赏完作品后都不约而同表
示很想亲自去玉树看一看，这让我改变
了自己的想法。可以说摄影最大的魅力
在于可以方便地定格一段时空的故事，
而故事将透过这一媒介展示出来。所以
当这些作品在北京街头展出时，它们不

单单是作品，更像是传播玉树故事的一
道道桥梁。”

更尕次成笑着说，“首届中国野生动物
摄影大展是在玉树拉开的帷幕，我们要通
过摄影艺术，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记录
光影下的自然生态和鲜活可爱的生灵，将
三江源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和
玉树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展现给大家
看，更能进一步唤起社会大众对‘中华水
塔’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感受‘保护生物
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生态理念，并
了解玉树作为中国生态高地所具有的国际
影响力。”

十项惠农举措助推农牧业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江永曲忠）11 月20
日，《玉树三江源志》出版发行暨赠书仪式
在玉树州府举行。

据了解，《玉树三江源志》于2018年底
启动编修，2021年被列入中国名水志文化
工程，全书印刷排版字数28.4万字，包含总
述、大事记、区域自然环境等13 个章节，重
点反映了三江源各源区及水资源特性、三
江源地文、三江源人文等，突出记述了三江
源水利工作发展情况及三江源水文化的

“名”和“特”，以丰富的史料和详实的数据，
全面介绍了三江源地区的地理、人文、历
史、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为读者展示了三江
源地区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玉树三江源志》详细记述了玉树的历
史沿革、山川风貌、物产资源和文化风尚，用
客观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全方位展现了三
江源地区水利事业改革发展轨迹，辩证分析
了治水管水护水的经验和教训。该书的出
版发行不仅为三江源地区水资源保护开发

利用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也为掌握
玉树水情、汲取管水治水经验、研究玉树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对今后
玉树水利事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据悉，“名水志”是国家层面推动的重
要水文化工程，也是玉树州委州政府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举措，对弘扬
中华民族多彩文化、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共
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政治、
文化与现实意义。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卓玛拉措）今年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曲麻莱县税务局努力实现诉求
响应提质、政策落实提效、精细服务提档、智
能办税提速、精简流程提级、规范执法提升等
目标要求，立足县域企业实际情况，靶向式推
送合适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提供税收

“加速度”。
曲麻莱县税务局通过由国有公司与村

集体合作社、家庭牧场、养畜大户签订统一
销售协议，不断提升种牛营利额度，用一整
套利润流转的良性分配机制，既保证了合
作社和养殖户的收入，也保证了扩大生产
的成本基础。积极发挥税务部门职责及时
走访政府部门、曲麻莱县牦牛良种繁育园
区、县域销售点等宣传税收政策，为企业送
去“减免红利”。“我们门店在销售野血牦牛
和扎什加羊的肉质产品，税务干部及时前
来了解经营情况，我们送来免征增值税的
相关政策，帮助我们及时享受到了税策红
利。”曲麻莱县源牧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法
人王志祥说道。

同时，针对县域畜牧产业发展情况，及
时组织税费管家队伍积极响应县域合作
社及农产品企业诉求，以电话寻访为途径
整理企业涉税问题，归纳企业税惠政策，
以网格化入户宣传、辅导的服务模式，将
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实现县域农畜企业
服务精细化，帮助县域农畜产品企业发展
经营。

大白鹭做客玉树 一抹别样的生机

首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精品展亮相玉树

《玉树三江源志》正式出版发行

税收助力“牛”产业

扶持““牛牛””品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