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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晴空

“畜牧业发展，饲草料先行”饲草对于青
海畜牧业发展、青海打造“牦牛之都”“藏羊
之府”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自 2021 年开
始，青海省饲草料技术推广站、青海省饲草
产业科技创新平台联合湟源县农业农村局
在湟源县开展实施“青海省农牧业（饲草）重
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湟源县农牧交
错带饲草绿色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
目”为当地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
鉴、可推广的技术样板。

该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全部为中央
财政支农资金，由湟源禄享种植专业合作
社、湟源国林种植专业合作社、湟源大华
镇世云家庭农牧场共同承担，通过项目实
施和带动，总结出高寒地区豆禾混播生产
技术，筛选出最优混播模式，形成技术规
范，对指导全省饲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项目核心试验基地位于申中
乡立达村、寺寨乡草原村，通过多年努力，
项目在申中乡立达村、窑庄村，寺寨乡草
原村、波航乡西岔村示范种植燕麦、小黑
麦、饲用豌豆等优质饲草 4 万余亩，推广
豆禾混播、精细化肥密管理、低温青贮等
多项关键技术。

饲草是打造青海成为全国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和实现全省高原特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协同项目“两站一地
一体”的创新协同推广模式能够有效集聚省
内饲草行业科研、教学、推广和生产经营等
各方力量，项目的启动实施对全省饲草产业
和草牧业科技水平提升，对农牧科技成果高
效转化推广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和有益的
启示作用。

近年来，湟源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按照省
委“五四战略”和“一优两高”战略部署，致

力“高原绿色有机品牌农畜产品加工强县”
建设，借力粮改饲大力发展农牧业循环经
济，先后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第一批粮
改饲发展草食畜牧业试点县，全国畜牧业
绿色发展示范县、成功入列首批“全国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着力践行绿
色新发展理念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
饲草产业，有序构建“粮草兼顾、种养结
合、农牧互补、循环发展”的新型农牧业经
营模式。

如何将贫瘠地、撂荒地和低产田等土地
资源利用起来？项目围绕饲草种、收、贮等
关键环节，科学应用禾豆混播，全程机械化

作业、测土配方施肥、疫病绿色防控、田间
精细化管理等技术措施，建成饲草生产基地
10.3万亩，其中禾豆混播基地2.33万亩。通
过技术实施能够显著提升饲草产量，较传统
单播方式平均每亩产量提高 0.5 吨，饲草蛋
白含量提高 3%，深受养殖户的欢迎。按
2023 年市场价格计算，亩均新增产值达240
元，同时该技术还能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改善
土壤质量，经济生态效益良好。目前已经培
育饲草生产经营主体 127 家，带动 650 户农
户增收，饲草产业逐渐成为本县的主导产业
之一。

“通过项目实施，显著改善饲草产业科

学生产发展水平，资源和技术高度配合，种
植方式更加合理完善，饲草营养价值和市
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实现现代饲草产业
发展开创新局面。同时形成可复制推广
的豆禾混播种植模式，对加快饲草产业生
产方式更加合理科学转变，进一步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促进
饲草产业高效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
动意义。”湟源县畜牧兽医站站长王维忠
介绍说。

项目推广后，由11家合作社整合资源优
势“抱团”成立的湟源众丰饲草料产业化联
合社，通过种植饲草不断发展壮大，形成集
饲草种植、机械服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
营服务主体，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
了社会化服务能力。该社承担实施农业农
村部畜牧兽医局燕麦与豌豆混合青贮研究
和2021年饲草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
构建起了“两地一站一体”模式，成功建植燕
麦、小黑麦、饲用玉米等品种的饲草生产基
地1.5万亩，探索出了“青甜1号燕麦＋草原
224 豌豆”“青饲麦1号小黑麦＋青建1号饲
用豌豆”“铁研53号饲用玉米＋青海13号蚕
豆”等适宜当地种植的最佳禾豆混播配方及
农艺措施。

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了，化肥农药污染减
少了，青贮饲草品种单一、营养价值不高以
及重茬问题得以解决，草地生态功能得到恢
复，草畜平衡得以实现，促进了生态环境保
护。“湟源县农牧交错带饲草绿色生产关键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的成功推广，吸引了
来自海北祁连、海晏、刚察和海南共和、同德
以及玉树州等县养殖户的订单，且预订价明
显高于往年价格。饲草基地的建设，有效支
撑了县域及省内高原特色畜牧业的高质量
发展，巩固了“高原绿色有机品牌农畜产品
加工强县”的建设成果，成为拉动县域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

湟源县加快推动饲草产业科技进步
——“湟源县农牧交错带饲草绿色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成功实施

与代表委员面对面，把人民群众的需
求和期待带到会场！

两会前夕，代表委员们下基层、到
一线，了解民情、汇集民意。一份份议
案提案，既凝结着代表委员们的思考和

心血，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希冀和关
切。

民之所盼就是政之所向。市两会一头
连着政策举措，一头系着百姓心声。代表
委员们走街串巷、实地调研，聆听群众心

声、探寻发展良方，把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
待带到会场，深入协商、共谋对策，让“百姓
盼的”和“党委政府干的”紧紧相连，使人民
的意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力诠释，彰显了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强大生命力和制度优越
性。 （记者 王琼）

这次大会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盼和心
声，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政协委员，我既欢
欣鼓舞，也充满期待，既有满满的自豪感，
更深感使命在肩，我将积极发挥新时代政
协委员的责任担当，开好会、履好职。此次
两会，我带来了一份《关于在全市部分乡

镇、社区（村）成立“留守儿童之家”的提
案》，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接
触到留守儿童，更了解他们的现状，希望通
过两会引起大家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从而
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
关爱。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提好人大代表建议
和议案，做好群众的代言人，是代表履行职
责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工作中，我始终立足
大局，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西宁各项工作高质

量发展，百姓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在促进
经济内循环以及基层医疗提升等方面有更
好的规划。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利好政策出
台带动企业更好发展，扛起企业在西宁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与担当。

希望有更多利好政策出台希望有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市人大代表 马珍伟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每年最期待的就是
市两会的召开。会议期间我将认真履行好政
协委员的职责，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协商议政，
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我十分关注基层

民生问题，尤其是农村民生问题，例如农村住
房、农村养老、农村医疗等，我这次带来的提
案也是关于农村民生方面的，希望我的提案能
尽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措施，落实落地。

作 为 全 市 人 民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一 件
大事，一年一度的市两会承载了市民的
美好期盼，无论是城市建设、文化建设、
环境建设，还是医疗、就业等百姓最关
心、最贴近的民生问题，无不牵动着大
家的心。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政协委

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此次
市两会，我带来的提案是《如何提高在
职培训的培训质量》，是想通过市两会，
让在职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得到更多的
关注与重视，进一步提高在职培训的培
训质量。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推进改革和发
展的前提。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社区的人大
代表，必须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
各具特色的小区“石榴籽家园”，建成“石榴

籽”志愿队、“石榴籽”宣讲团等多元化“籽”
品牌，让“石榴籽家园”向更大范围覆盖、向
更广领域延伸。同时，通过加强平安建设
工作，不断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发动更多居
民参与到群防群治工作中来，让居民住得
更加安心、更加放心。

平安建设让群众生活更安心平安建设让群众生活更安心
市人大代表 刘翠青

近年来，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的不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站覆盖率持续提升，老百姓家门口就医
实现了更大化便捷。作为一名基层社区
医务工作者，我更关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
创新发展。希望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促进

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让更多更优质的
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
上病、治得好病。同时，加大对传统中医
药等相关领域的科研及投入力度，更好地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

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更加便捷让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更加便捷
市人大代表 辛喜萍

建言献策，与代表委员面对面
代表委员建言献策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社会关注让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社会关注
市政协委员 刘长海

进一步提高在职培训的培训质量进一步提高在职培训的培训质量
市政协委员 黄洁

持续关注农村的民生问题持续关注农村的民生问题
市政协委员 陈治廷

（文字整理 张国静 徐顺凯 一丁 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