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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拉藏 才巴）一器一物
浓缩文化，方寸之间解码文明。今年年初，
玉树州吹响了全力推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集结号，在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首选区的过程中，打出了建设全省首个博
物馆特色小镇的“特色牌”，让文化与旅游紧
密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旅发展模
式。

回顾一年来的岁月，博物馆小镇建设已
经迈出了最初、最艰难的一步，一幅依托博
物馆而作的绚烂文化长卷正被描绘得更加
生动具体……

今年玉树州为了推进玉树州博物馆小
镇的建设，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
成立了玉树州博物馆小镇协调领导小组，计
划建设56家有亮点的精品博物馆。

其中，4家核心博物馆完成建设，即将投
入运营。分别是讲述红色故事的玉树州红
色纪念馆、展现灿烂文明的康·冉举仓博物
馆、展示特色文化的民俗博物馆、呈现自然
奇观的奇石博物馆。

这4家博物馆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革命
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了解玉树革命历
史和红色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
因；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感知更多历史，传承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营造良好的文物文化
氛围；还可以让我们在欣赏大量奇石的过程
中，明白奇石为何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被视为

“山水之魂、天地之精”。
为了进一步丰富纪念馆藏品，挖掘文物

故事，玉树州开展了针对性的文物利用工
作，与索朗旺青、蒋鸿宇等多个专家合作启
动了文物收集和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经
收集到了17万件珍贵文物，涵盖了历史、艺
术、科技等多个领域。同时，为确保文物的
历史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整理和完善文物档
案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在未来的博物馆小镇建设工作中，玉树
州将积极推进博物馆规划内容，根据规划设
计方案，逐步推进博物馆小镇的各项建设工

作，在已经完成建设的4家博物馆的基础上，
成功打造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馆，传
承历史文化精髓；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筹建特色小镇博物馆项目、中国博物馆文化
之乡及中国博物馆小镇品牌项目等，努力提
升玉树博物馆小镇的整体品质和形象；推动
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博物
馆小镇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通过策划和组
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提高玉树博
物馆小镇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底蕴。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南加曲措）11月17日，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名单中，青海省有1乡10村入选，其中玉
树市下巴塘村被认定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下巴塘村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
巴塘乡中部，距离乡政府2公里，属纯牧业村。

11月底的一天，记者一路驱车来到了下
巴塘村。初冬时节，这里依然阳光明媚，牛

羊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吃草，小溪潺潺流
过，美丽得就像一幅画卷……

“要说我们村好在哪儿，我可以给你讲
两个小时，绝不带重样的！”下巴塘村驻村第
一书记齐美多丁逢人说起下巴塘村时，话语
间总是透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近年来，下巴塘村始终坚持全方位、高标
准抓党建、强治理、创稳定、促和谐，有益探索

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机制，保障村集体经济
持续壮大、乡村美丽宜居、村民安居乐业。

在下巴塘村，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乡
村美景、感受到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幸福
的笑容洋溢在村民脸上…村规民约、乡风民
俗等已经渐渐融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
些都是下巴塘村乡村治理的剪影。

同时，下巴塘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
以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增加牧
民收入为核心，以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为
着力点，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了畜牧业提质增效、乡村文明进步。因地制
宜建设下巴塘村自驾游营地、在曲麻莱县开
办光伏电站等集体经济产业，群众增收致
富，以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来谋深谋细谋
实乡村振兴。

漫步在下巴塘村的大街小巷，干净整洁
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男女老少笑语盈盈，脸
上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派村美人和
日子甜的幸福景象，在这里，一幅“乡村美、产
业兴、村民乐”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眼前徐徐
展开……这幅画卷不仅成为最美的风景，也
展示着下巴塘村和美乡村的乡村治理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称多宣）为进一步增
强全社会反家庭暴力意识，有效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在婚姻家庭中
的合法权益，营造共筑平安家庭的氛围，
近日，称多县清水河镇查拉巾帼宣讲队赴
边远牧区开展了反家暴普法宣传活动。

查拉巾帼宣讲队宣讲员更求卓玛从
围绕“反对家庭暴力”这一主题，详细向牧
民群众讲解了《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内
容，阐释了什么是家庭暴力、如何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反对家庭暴力的相关
法律法规，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

宣讲中，更求卓玛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以广举身边案件的形式给大家上了一
堂生动的普法课，强调了家庭暴力的社会
危害，教育引导牧民知法、懂法、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提高牧民对反家暴知识
的认知程度，让群众了解到家庭暴力不再
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以创建和
谐家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此次宣讲活
动的开展，不仅给牧民群众普及了《反家
庭暴力法》，同时也引导牧民群众树立健
康、文明的家庭婚姻观念。下一步，查拉
巾帼宣讲队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牧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维权意识
和反家庭暴力意识，努力营造牧区和谐、
安定的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才仁当智）12月2日
入夜，嘎嘉洛草原滴水成冰，加吉博洛
（格）镇华灯初上、流光溢彩，依然延续白
昼的车水马龙，海拔4200米的城镇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聂恰河旁的“治多智慧农
贸集散中心·治多星空夜市”霓虹闪耀、交
相辉映……

治多县四大班子成员前来体验夜市
的烟火气息。建设投运“治多智慧农贸集
散中心·治多星空夜市”是治多县委、县政
府巩固精准扶贫成果有效对接乡村振兴，
为青年牧民创业、搬迁户家庭就业打造的
综合性孵化基地。

据治多县乡镇振兴局工作人员介绍，
夜市通过招商引资投资700万元，盘活闲
置资产，于2023年10月开办，开市两个月
来，摊位渐渐增加有60多个，当地居民把
这里当成消费、休闲消遣、信息交流的好
去处，每天营业额平均达20万元，优等商
品摊点销售额保持在4000元左右，此外，
还设立有儿童乐园，夜市的商品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应接不暇。仿佛置身内地
城市的大型商场。

本报讯（特约记者 南加曲措）12月5日，为
期5天的“大美青海 江源玉树”特色产品展销
会在北京圆满收官，现场销售额达8万余元。

此次展销会是在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
的支持下，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玉树州工
信商务局承办。玉树州 22 家企业的 120 余
种特色产品亮相北京，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
特色文旅产品同台展销，为中小企业产品促

销、品牌宣传、贸易洽谈搭建了新平台。
展销会上共设置牛羊肉、乳制品、酒水

类、青稞系列和文旅产品等5个展区。通过产
品展示、现场直播、播放宣传片、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让前来参观选购的北京市民更加
直观地了解玉树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绿色
产业发展成果，同时也给玉树企业提供了产
品促销、市场拓展、品牌宣传的良好机会，为

推动玉树州的商贸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产品
知名度、拓宽销售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

展销会的成功举办，全方位展示了玉树
州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成就，全面宣传了玉树
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和丰富的绿色有机产
品优势，持续推动京玉两地文化经贸交流，
为玉树特色产品“走出去”搭平台、找销路、
拓渠道探索新方向、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宣）“觉哇牛哇专门
收牛粪，我们也把牛粪换成钱……”今年年
初开始，一条收购牛粪的消息在玉树藏族自
治州囊谦县传开，牧民纷纷将自家的牛粪拉
到觉拉乡的觉哇牛哇生态燃料生产厂。

桑丁东周是囊谦县东坝乡人，2012年，他
从大草原到上海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桑丁
东周毅然回到了家乡，加入囊谦县东坝乡生
态环境服务协会，干起了保护野生动物、清理
垃圾、环保宣传的工作。同时，他以自家养殖

的牦牛为基础，成立了公司，陆续为12名牧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
草原上的牛粪还能制成生物质科技燃料，便
萌生了利用牛粪制造生物质燃料的想法。

要想把这件事做大，需要办厂生产，在
不少乡亲的协助下，桑丁东周筹齐了200万
元发展资金，并于年初在囊谦县觉拉乡肖尚
村建起了囊谦县觉哇牛哇生态燃料生产
厂。“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出体积小、密度大、
持热的环保燃料，让它惠及千万户农牧民。”

桑丁东周的梦想开始在草原上生根发芽。
桑丁东周说，如今囊谦县很多牧民都将自

家的牛粪送到厂里。截至目前，已收购了200多
吨牛粪，加工的一小块燃料能持续燃烧一个小
时，比普通的牛粪燃烧时间延长四五十分钟。

当地政府部门也为桑丁东周牵线搭桥，
疏通了销售渠道。前几天，桑丁东周还拿到
了15万元的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桑丁东周
说，将来他要带着更多农牧民一起增收致
富，让更多农牧民用上“生物质环保燃料”。

“博物馆小镇”从无到有的立体画卷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炼成记”

反家暴宣传活动走进牧区

让更多人用上“生物质环保燃料”

玉树特色产品北京展销会圆满收官

治多县：

四大班子体验“星空夜市”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