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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门宣）近年来，海北州门
源县以产业振兴为新动力，立足县域资源优
势，瞄准市场需求，充分利用门源洁净丰沛的
冷凉水体资源，积极发展冷水鱼特色产业，建
成门源县冷水鱼繁殖和育苗基地，年均销售
冷水鱼鱼苗320万尾，目前已占据青海省内和
云南、贵州、四川、甘肃、西藏、新疆、山东、山
西等地较大市场份额，累计销售鱼苗1475万
尾，已经成为西北最大冷水鱼鱼苗供应基地。

为突破冷水鱼养殖技术难关，进一步提
升冷水鱼鱼苗产量和质量，门源县引导养殖
企业积极与中国海洋大学、挪威水产养殖行
业等建立长期技术协作，完善鲑鳟鱼养殖技
术服务体系，形成有丰富养殖经验的专家团
队，培养了一套熟练的自有技术，已成功申
请冷水鱼养殖实用新型专利1项。经过多年
努力，门源县冷水鱼养殖基地已成为国内最
大的三倍体虹鳟鱼苗生产商，承担着我省龙
羊峡等沿黄 27 家网箱养殖和 4 家养殖企业
85%的鱼苗供应。并以进口贸易为抓手促进
冷水鱼产业创新业绩，实现冷水鱼养殖产业
新升级，2023 年全国最大的单笔鱼苗采购
1000 万元项目在门源落地实施。2024 年 2
月，15万粒大西洋鲑鱼淡水养殖受精卵从冰
岛运抵门源县佳联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育苗
基地孵化车间，采用陆基循环水孵化系统进
行孵化养殖。2024 年 3 月，门源县向山东供
应100克/尾的三倍体虹鳟鱼鱼苗77.5万尾，
助力门源县成为全国鲑鳟鱼行业重要的苗

种输出地之一。
此外，门源县坚持将冷水鱼养殖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繁育基地每年给13个村集体
经济分红52万元，并长期吸纳脱贫劳动力10

人，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双丰收，
切实走出了一条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新路
子，有效开创了冷水鱼陆基养殖海陆接续的
新局面。

本报讯（通讯员 童有才 马
吉寿）“依山傍水”，是祁连县八
宝镇黄藏寺村最生动的描述。
黄藏寺村地处祁连县八宝镇东
部，倒淌的八宝河与东流的黑河
在八宝镇黄藏寺村邂逅，成了名
副其实的“一江春水向北流”。
立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黄藏
寺村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其
中产出的马铃薯具有口感沙糯、
味道好、淀粉含量和营养价值高
等特点，其深加工产出的粉条筋
道滑溜，备受当地人青睐。

“为推动村马铃薯产业发展，
我们申报实施了农产品深加工点
项目，但由于缺乏专业种植和深
加工技术，咋种都挣不了多少钱，
加工的粉条等农产品销量也不
好，因此黄藏寺村马铃薯产业一
直处于低迷。”黄藏寺村党支部书
记马存林说。种马铃薯没技术，
那就找有技术的人来做；出售粉
条没销路，那就主动出击寻找销
路。黄藏寺村村“两委”、驻村工
作队积极寻找种植能人，多方打
听，最后与甘肃专业马铃薯种植
户搭上了线，开启黄藏村马铃薯
科学化、规模化种植路子。

通过对黄藏寺村气候环境、
土壤酸碱度、灌溉施肥等专业条
件进行多次了解，对黄藏寺村农
产品深加工小作坊机器设备、场
地设施考察后，黄藏寺村与种植
户达成合作协议，进行一年的试
验性种植。在黄藏寺村“两委”、
驻村工作队积极动员下，25户农
户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土地
100 亩，建成了马铃薯种植基
地。通过土地流转，群众直接收
益达5万元，农户实现土地流转、
马铃薯销售、就近务工等三份经
济收入，同时，黄藏寺村委会将
村内农产品深加工小作坊进行
了承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切实将“小土豆”变成群众增
收致富的“黄金果”。

春耕以来，黄藏寺村村民开
始为春耕忙活起来，施肥、灌溉、
翻地等农事都如火如荼进行
着。在马铃薯种植基地，也开展
了马铃薯种植专业培训，种植户
李老板和其他种植专家向当地
农户手把手传授了种植技术，对
马铃薯种植的垄间距、株距以及
田埂高度等种植要点都进行了
详细讲解。

“每亩地我都科学配比的施
肥，也引进了高产良种，春耕备
得好，秋天才有大丰收！”李老板
充满信心地说。在马铃薯种植
期间，将带动村内劳动力就业30
人，村集体经济增收预计达2 万
元，示范带动 30 余户脱贫户、种
植户，50余户一般户科学专业种
植马铃薯。

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
宜是推进产业发展的关键。黄
藏寺村以专业人才和马铃薯良
种引进作为保障马铃薯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先
行试种、再规模化种植的方式，
有效提高土地效益，真正实现马
铃薯从“土蛋蛋”到“金蛋蛋”的
华丽转变，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新动能。

1475万尾鱼苗从这里“游”向全国各地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记者从海北州协
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上获悉，今年
海北州将立足州情，全力以赴抓经济调度，谋
划好产业发展路径，充分调动各级各方工作
积极性，全面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
活力，协同推进“五个海北”建设取得新的更
大成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也
是加快建设“五个海北”的重要一年。今年
海北州将全力以赴抓经济发展，建立健全
月度经济运行交流和督查考核机制，加强
调度，全面掌握经济运行情况，确保各项指
标齐头并进，实现年度目标任务。在产业
发展方面，推进生态畜牧业“九个一”配套
工程提标扩面，大力培育特色农畜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做大做强“碧波荡漾青海湖、
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聚焦“工业提升年”各项目标任

务，全面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措施，鼓励引导
企业扩规模、提层次、上水平，促进工业经
济平稳增长；全力实施“123”A 级旅游景区
创建，加快推进环湖北岸 6 个生态观景点提
升工作，加快同宝山生态旅游和红色研学
基地建设，精心举办好全省赛马、国际射
箭、民歌大赛、环湖赛等赛事，持续打响“祁
连归来不看山，刚察归来不看海”等品牌美
誉度，全面提高全州旅游人次及收入。加
快重大支撑项目审批节奏，加快推进项目
后期建设，持续深化政金企对接协作，加大
金融对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
出台招商引资相关计划措施，发布招引指
南，出台奖励办法，落实优惠政策，重点加
强与央企、国企、投资机构及山东对口帮扶
的对接合作。同时，深化审批服务改革，加
强政策宣传解读、涉企政策咨询应用和精
准推送平台建设，做到多服务、多帮忙，真
正让企业放心投资、舒心经营、安心发展。

此外，要加强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全面
掌握企业生产计划、产品销售及存在的困
难问题，鼓励企业抢抓时间，充分释放产
能。要围绕 5 大主导产业和 8 大特色产业，
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产品更新。
要研究出台研发费用奖补等政策措施，支
持企业建设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提高创新能力。要突出重大项目引
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引进技术
先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加强
州县人力资源市场、职业院校与民营企业
合作，开展订单培训、岗前培训、定向培训，
为民营企业降低用工成本、提供用工保
障。要全面强化产品质量和服务监管，严
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规范
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和市场
秩序。要把牢安全环保关，助推民营企业
行得稳、走得远。

本报讯（通讯员 李清 赵海峰 摄影报道）
巍巍祁连山翘首待远客，滔滔黑河水欢歌迎
嘉宾。连日来，来自湖南、陕西、浙江、江西、
四川、北京、江苏等地及省内的100余家诚信
旅行社齐聚“天境祁连”，在天境大剧院举办
全国百家旅行社走进天境祁连推介会，携手

开拓天境祁连客源市场，共谋文旅发展新愿
景。

推介会上，祁连县人民政府向全国各地
的朋友发出邀请函，诚邀大家到“天境祁连”
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同时，县文体旅游广电
局和阿咪东索景区、卓尔山景区、天境山景区

等文旅企业分别围绕全域旅游、文旅融合、精
品线路、优惠政策以及精品民宿、自驾露营、
景区建设等项目合作需求进行宣传推介，并
以播放天境祁连文旅宣传片、民族特色歌舞
展演等多形式、多维度，充分展示“天境祁连”
雄奇壮美的自然山水、独特浓郁的民俗风情、
深邃厚重的历史人文，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今年以来，祁连县积极融入全省“一芯
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立足祁连
当地特色资源，以产业转型升级、产品创
新发展、品牌打造提升为主，全面提升“北
进祁连”文化旅游带品质和内涵，重点打
造“天下牧场—策马草原观光之旅”精品
线路，扎实推动“体育+旅游”“音乐+旅
游”“康养+旅游”“旅拍+旅游”“露营+旅
游”“研学+旅游”“文化+旅游”等产业融
合发展，针对省内外旅行社推出一系列优
惠措施，制定《2024 年祁连县旅行社“引客
入祁”奖励办法》，设置“引客入祁”奖励、
景区门票优惠、民族歌舞剧《天境祁连》超
值优惠等措施，开门迎接八方游客畅游天
境。举办此次文旅资源宣传推介会，旨在
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旅领域，刺激
文旅消费、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利用
社会资源为文旅产业输血造血，促进文旅
行业高质量发展。

致富新密码：

让让““土蛋蛋土蛋蛋””变变““金蛋蛋金蛋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