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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时节，天气越发寒冷，德令哈市
尕海镇陶哈村内，牧户达西正从容地将一
捆干草料从仓库拿到畜棚，饲喂棚里的数
百只羊儿。

每年即将入冬之际，便是草原上牧户
们储备饲草的时候。“想要多挣钱，就要多
养牛羊，但牧草饲料供应是个难题。”受益
于村里乡村振兴项目的扶持和村委会的
鼓励和动员，达西从最初养殖的百只羊，
扩大到了今年的 600 余只，这规模，仅仅
花了两年时间。

“自从家里的地种上苜蓿，这牛羊过
冬的饲草就不用愁了。”望着仓库里存放
的将近6吨饲草料，达西安全感十足。跟
着达西的脚步，记者来到尕海镇陶哈村附
近的一处饲草地，从草地上残留的苜蓿根
茎，可以看出这片地里曾生长着茂盛的植
被。与此同时，一些像鹅卵石般的碎石夹
杂在残留的苜蓿中，引起记者的注意。

“这块地原本是撂荒的盐碱地，周围
最多也就是长了些骆驼草和蓬蒿。能在
这片地里种出苜蓿草来，真是奇迹！”达西
告诉记者，放置这些小石头就是为了稳固
土壤，好让来年种植牧草的时候地里不会
返碱。

盐碱地改良是个世界性难题。由于
碱化度高，物理性质恶劣，养分有效性低，
盐碱空间差异显著，进行大面积改良和利
用尤为困难。

2016年，德令哈市政府将尕海镇的这
片土地纳入基本农田占补平衡项目进行
土地整治。不同以往，这次德令哈市引进

了青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致力于边际土
地改良和饲草生产技术的推广与示范。
2019 年，企业团队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落
地，与当地两个乡镇的四个村集体签订了
1066.6公顷土地流转合同，开展评比和种
植技术试验，进行大规模种植。

通过盐碱地改良技术，现在这里的土
壤耕作层增加了11公分至13公分，不光
提升了饲草的成活率，土地利用率也得到
大幅度提升。

2020年盛夏，两台大型割草机在尕海
镇的万亩优质饲草基地进行收获作业。
伴随着隆隆的马达声，绿色的田野中划出
一道道优美的线条，曾经“一毛不长”的地
里长出了繁盛的苜蓿草。

盐碱地改良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多级增长的同时，也为这座

“金色世界”注入了全新的理念与活力。
经过努力，农机与农艺有效融合，尕海镇
和蓄集乡通过柴达木盆地盐碱地综合改
良集成技术应用，将3666.6公顷盐碱地开
发成了优质饲草种植地。

建成 9000 平方米的饲草料贮藏库、
农资贮藏库、农机库和20000平方米的牧
草种子晾晒及青贮堆储场；无人机巡田、
田间气象站等信息化手段综合利用……

如今，背朝“盐土”深耕盐碱化土地改
良的企业正昂首迈向新阶段，为打造“高
原草都”的目标继续破浪前行。

（特约记者 苏烽 张洪旭）

时值初冬，正是每年牛羊出栏的旺
季，海西州180万头（只）牛羊也迎来了出
栏季。

近日，记者走进德令哈市牛羊交易
市场，牧民的吆喝声、商贩的讨价还价声
打破了冬日的沉寂，前来销售牲畜的车
辆络绎不绝，牧民和养殖户们忙得不亦

乐乎。几百只牛羊正在等待过秤、检疫、
消杀……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我们蓄集乡出售了七万多只
羊、四万头牛，受到牛羊肉市场的影响，价
格比去年同期低了一些，但是政府部门的
一些政策性补贴很暖心。”德令哈市蓄集
乡牧民旦木青道尔吉说。

海西州多家屠宰企业也陆续开工生
产。在德令哈市伊明农牧有限公司屠宰
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流水线上进行牛
羊屠宰、分割、包装，现场分工协作井然有
序。

“截至目前，我们这里已屠宰加工
3000 多头牛、4 万多只羊，销售额达 7000
多万元。公司带动了德令哈周边农牧区
牛羊产业由传统养殖向养殖、生产、加工、

销售一体化经营模式转变。同时，也解决
了牛羊私屠滥宰产生的食品安全和环境
污染问题。”德令哈市伊明农牧有限公司
生产部负责人说。

据悉，为确保实现产业增效、牧民增
收，海西州各级政府利用乡村振兴衔接
资金，倾力扶持企业打造牛羊肉精深加
工车间，建设羊肉串熟食生产线和牛羊
肉精深分割生产线，鼓励和吸引州内外
客商开展畜产品收购交易，千方百计拓
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想方设法提高
农牧民收入，预计今年牛羊出栏量将突
破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0.83%，牛羊肉产
量达4.39万吨，同比增长12.15%，产值达
到27.85亿元。

（特约记者 浩尔娃 巴图那生）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茫宣）今年
以来，茫崖市紧紧围绕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
标定位，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谋全局、
促融合、优服务”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擦亮“世界上
最孤独的城市”全域旅游特色品牌，打造融合发展
新模式。

结合全市自然资源、风土民情、区位优势等，按
照旅游景点“点上闪光”、旅游环线“线上出彩”、旅
游资源“整片强健”的方式，对全市景点布局、旅游
线路、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行高标准规划、高质量
建设、高效率推进。以跨区域交流促进旅游发展，
组建“新—青—甘”五城旅游联盟，积极构建“大区
域、大旅游”的发展格局。

探索推行“市委+镇党委+党支部+企业+合作
社”的发展模式，挂牌成立代尔森村乡村旅游接待
点，打造以“旅游＋研学+体育”为主题的乡村旅游

“示范村”，带动牧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借助
茫崖市摄影家协会党支部“镜头里的党建”品牌效
应，围绕茫崖市党建引领、生态风光、乡村振兴、“两
石”文化等主题，生动展现近年来茫崖市在发挥特有
资源禀赋和特殊优势，推动产业“四地”建设的新风
貌、新变化、新成就，传播茫崖声音，讲好茫崖故事，
将全域旅游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找准为游客
服务的切入点，不断优化全市各旅游景点“定点+流
动”服务载体，进一步提升旅游行业整体服务水
平。通过设立党员服务驿站，划分党员服务责任
区、示范岗，将党员服务驿站建成接受游客询问求
助、彰显党员优质服务的“定点窗口”。成立党员+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带动青少年志愿者为游客提供
优质服务，打造志愿服务“流动品牌”。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春香 通讯员
段亚慧）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
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
办事需求和养老服务需求，格尔木市坚
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落脚点，积极打
造集健康护理、文体娱乐、精神关爱等为
一体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为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
提供“温暖的家”。

近日，记者在兴业路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项目施工
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室内装饰装
修。经过3个月的施工，目前该项目已进
入收尾阶段。

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项
目从9月1日开始施工，目前完成了总工
程量的 90％，预计在 12 月初完工。剩下
的工作就是设备采购、灯具灯饰安装，以
及现场卫生清理等收尾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是 2023 年格尔木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总投资1352万元，建
设总面积1700平方米。该项目立足辖区
区域特色、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实现建
设标准化和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兴业路
社区在设计时，摒弃了以前社区只有办
公场地没有活动服务场所的弊端，按照
社区党群服务、‘一老一少’服务、文体娱
乐活动等方面，设计了 4 大功能区，方便
群众前来办事。”格尔木市民政局有关负
责人说。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田格斯）今年以
来，海西州扎实推进“六大行动”和抢抓机
遇促发展系列行动，在促消费、稳内贸、扩
出口、建物流上下功夫，全力推动商贸经
济高质量发展。前三季度，全州限上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33亿元，同比增
长18.3%；全州进出口总值完成4.46亿元，
同比增长16.7%。

为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州、县两
级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组织油品、汽车、
商超、家电和餐饮企业开展一系列高品质
消费促进活动，共发放各类消费券8万余
张，带动美食、汽车、超市、娱乐等商贸行
业消费近4亿元，为全州商贸领域经济发

展蓄势聚能。
同时，以推动现代物流及商贸产业链

为抓手，海西在内外贸一体化建设上持续
发力，推动现代流通新发展。积极推进州
级领导包联的青新藏（格尔木）陆港商旅物
流中心项目、格尔木昆仑国际商贸物流园
建设项目和格尔木兴华源工贸有限公司多
式联运及冷链仓储物流信息中心项目建设
3个重点项目。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
共争取内外贸各类项目资金3633.72万元，
落实项目28个，全面夯实现代流通基础。

致力于打造开放“柴达木”升级版，紧
抓“一带一路”等机遇，先后组织外贸企业
参加中东欧博览会等展会，帮助企业大力

挖掘海外客户资源。全力拓展开放通道
建设，目前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 101
列，实现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班列常态化，
贸易集散功能明显增强。全面落实外商
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和外资企业信息报告制度，实现外商投
资企业投诉机构县级以上全覆盖。

持续开展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先后开展“海西州生态旅游营销大会”

“2023浙江对口地区农优产品消费帮扶集
中展销活动”等各类产销对接活动，打造

“山海共富·青海（海西）”农优产品主题馆
等，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涉农专场促销活
动，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以来，海西州精准
落实稳经济、稳增长政策措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高质量项目牵引有效投资，以有效投资助推
经济高质量追赶发展，全州投资项目建设呈现出十
大亮点。

亮点一：坚持以投资项目攻坚行动为导向，建
立项目谋划攻坚专项行动工作专班设立17个专项
工作组，按照“州级千亿、县级百亿”目标要求，围绕
8大领域14个方面谋划重大项目117个。

亮点二：掀起变“冬闲”为“冬忙”工作热潮，集
中开展项目前期攻坚专项行动，完成11项前期攻坚
项目成果，其中，格尔木市国防教育展示馆、德令哈
市巴音河3A级旅游景观带改造2个开工建设。

亮点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准项目建设“脉
搏”，完成全州2016年—2019年中央预算内资金项
目核查。全面“开展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专项整治，重大项目建设要素保障难等制约问
题得到有效破解。

亮点四：聚力扩大有效投资，实现月均投资增速
保持“双位数”增长，1月至10月，全州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24.2%，同比提高3.9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28.8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亮点五：抢抓国家系列扩大有效投资的政策窗
口期，积极对接国家（专项）和省级政策导向和资金
投向，累计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98个，下达资
金16.1亿元，同比增长7.8%。

亮点六：注重发挥重大项目对拉动经济增长、调整
产业结构、保障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48项省级重点
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77.19亿元。183项省级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235.19亿元。基础设施、盐湖化工等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大幅提升，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亮点七：项目建设火热聚势。落实全省项目集
中开复工活动要求，305个项目集中开复工，总投资
1403亿元，开复工率100%。

亮点八：有效运用青海省重大项目综合管理平
台，将海西48个省级重点项目、五批省级预算前期
项目录入平台、进行实时调度。

亮点九：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创新方式优
化项目审批流程，建立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平台、政
务服务网等业务专网系统互联互通渠道，审批项目
778个，核准项目58个。

亮点十：针对推进缓慢项目，明确项目责任，落
地推进举措。结合助企暖企行动，协调解决项目企
业主体困难问题719条，为推进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纾困解难。

昔日“农业荒漠”变身“生态粮仓”

多管齐下多管齐下，，促消费市场稳步复苏促消费市场稳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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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家门口的建在家门口的““幸福家园幸福家园””

投资项目攻坚行动呈现十大亮点投资项目攻坚行动呈现十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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