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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黄南

藏族自治州农牧局发布数据，今年一季
度，全州农牧部门深入贯彻中央农村牧
区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州委农村
牧区工作会议和全省农牧业农牧区工作
会议部署，聚焦“两确保、三提升、两
强化”，高质量推进春耕生产、牲畜出
栏、项目建设及乡村产业发展等各项工
作，取得较好成效，实现首季“开门
红”。

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 5.04%。全州
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2923.92 万元，
按 可 比 价 计 算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04% 。 其 中 ， 农 业 （种 植 业） 产 值
1153 万元，同比增长 3.37%；牧业产值
20117.92 万元，同比增长 6.23%；渔业
产值 670 万元，同比下降 18.29%；农林
牧渔服务业产值 908 万元，同比增长
0.69%。

全州农牧业生产有序推进。当前
全州春耕面积达到 13.69 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 10.43 万亩、油料 3.16 万亩、蔬
菜 0.1 万亩，蔬菜产量 248 吨，同比增
长 11.35%。在政府补贴、牛羊出栏奖
励等政策带动下，全州牲畜存栏 190.77
万 头 （只）， 牲 畜 出 栏 6.04 万 （头）
只，畜产品产量 3016.06 吨，同比下降
1.07% ； 奶 产 量 2881.75 吨 ， 同 比 增 长
157.89%。

农牧业项目投资提质增效。目前
争取落实中央、省级衔接资金 6.3 亿元，
已编制完成项目方案。一季度落实农
牧业发展 4 大类 66 个子项目，项目投资
4027 万元。加快推进 2023 年涉农结转
项目，目前复工项目 15 个，农文旅体深
度融合，带动更多农牧民就地就近就
业，一季度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 7.2%，较之全省高出 0.2 个百分
点。

本报讯（特约记者 栾雨嘉）4月17日，
记者走进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200MW

“牧光储”多能互补综合一体化重点光伏项
目建设现场，项目自去年1月16日开工建
设以来，目前螺旋钢桩基础、箱变基础、支
架和组件安装、电缆敷设等施工已完成，工
人们正在进行光伏板建设最后收尾工作和
加速推进储能电站建设工作，该项目已初
具规模。

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今年5月30日并
网同仁330kV变电站。项目建成投产后，
每年可节约标煤11.14万吨，减少碳排放。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助力黄南州加快清洁能
源转型步伐、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板下养
殖、板上发电”将牛羊养殖与光伏发电相结
合，有利于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保护当地生
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余晖）如今的黄南藏
族自治州生态美景所见即所得，草原、河流、
山川、湿地……山水掩映间的高原之地绿意
愈发浓郁。

行走在“山水黄南”之间，处处能感受到
当地对于保护生态的那份执着与坚定，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好
生态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日子！”采访中，
记者多次听到当地群众这样发自内心感慨。

于2012年全面启动的同仁市西山林场
造林绿化，累计造林面积达4133公顷，现管
护总面积7617.83公顷，有效地改善和缓解
了州、市所在地和周边群众的人居环境以及
水土流失、滑坡、洪水频发等严重影响群众
生产生活的环境问题。

见证当地生态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后，记
者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我们自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持续发展”
的道理。当绿色生态成为当地群众赖以为
生的资源时，村民们湿地保护意识便觉醒
了，不仅杜绝了原来粗放式放牧、乱扔垃圾
等现象，还自发肩负起保护湿地资源的责
任，使湿地生态资源保护提高到了新水平。

一份份汇集在绿水青山间的守护力量，
让这片有颜值、有温度、有质感的高原热土，
随着生态韵动的旋律愈加充满活力，当每个
人都将绿色资源视若珍宝时，汇聚起的将是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磅礴力量。

不难看出，黄南州凭借区域特色生态优
势资源禀赋，带动当地群众以多种形式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也
不断探索出将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的
有效途径。本报讯（通 讯 员 黄 南 宣）4 月 17

日，黄南藏族自治州首家再生资源回
收企业——黄南绿晟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在同仁市保安镇东干木村开业
投产。

再生资源回收工作是供销合作社
的传统主营业务，高质量发展再生资源
业务是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更是实现绿色发展和绿色转
型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再生资源业
务健康发展，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
资源循环利用，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
境，治理农牧区面源污染，对于创建生
态文明示范州和州市共建国家卫生城
市，助推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
有重要意义。

黄南绿晟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是黄南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办社以来
吸纳的第一家社有企业，也是经黄南
州人民政府同意引进的首家从事再生
资源回收行业的合作制企业，将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紧紧围绕州委州政府打造生态文
明高地和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等中心工作，致力于改善农村牧
区 人 居 环 境 ， 打 通 农 牧 区 流 通 服 务

“ 最 后 一 公 里 ”， 着 力 从 “ 废 品 买 卖
型”向“环境服务型”转型升级，努
力构建“乡村收集+市县转运+州级综
合 利 用 ” 网 络 体 系 ， 坚 定 不 移 走 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

同仁市：“牧光储”光伏项目初具规模

尖扎县：发展全域旅游百姓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黄南州首家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投产回收企业投产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的
尖扎县，探访当地脱贫摘帽后四年来的发展之
路。2020年4月，天津滨海新区对口支援的青
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正式脱掉了“贫困
帽”，开启了新的发展之路。四年来，尖扎县依
托滨海新区参与援建的德吉村、来玉村等易地
搬迁安置新村以及黄河亲水营地等新建旅游
项目，积极发展全域旅游，让百姓们在家门口就

“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好项目吸引当地群众积极就业好项目吸引当地群众积极就业

作为滨海新区参与援建的文旅项目

之一，黄河亲水营地位于德吉景区与来玉
景区的文化旅游廊道。该项目依山而建、
临河而栖，结合当下户外露营等潮流玩法，
以房车营地为主题，打造星空民宿、热气
球、休闲美食、激情赛车等旅游业态，致力
于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哗，探索自然之美，让
昔日的“荒滩”变成了如今的“金银滩”。黄
河亲水营地经理张闯告诉记者：“我们尖
扎黄河亲水营地占地面积 67 亩，总投资
4000 余万元，是尖扎县第一个以星空民
宿、太空舱为亮点的旅游项目。在营地的
建设中，滨海新区给予了我们 250 万元援

建资金，还帮我们建起了游客接待大厅，
让我们对这个项目后期的发展有了更大
的信心和动力。”冬季能滑雪，夏季可露
营，黄河亲水营地给游客们提供了一个近
距离感受“母亲河”温柔静谧的好去处。
该项目自 2023 年年底投入使用以来，仅仅
几个月的时间，已实现接待游客 3 万多人
次，旅游收入 40 多万元，带动尖扎县科沙
唐村、拉毛村村集体增收 25 万元，有效吸
引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坎布拉，藏语
之意是“康巴人的家园”，作为尖扎县最为
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坎布拉国家地质公
园于 2022 年 6 月入选世界地质公园候选
地。在坎布拉的脚下，来自千里之外的滨
海新区援青干部们也用自己的努力为尖
扎县的旅游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打造打造303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多个乡村旅游景点

在滨海新区和尖扎县的携手努力下，四
年来，尖扎县以德吉村、来玉村为代表，打造
了 30 多个乡村旅游景点，使域内文旅资源
真正“串成线、联成片、形成圈”，实现了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政府副县长尕藏东知告诉记者：“从
2024年开始，我们以全省之力打造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尖扎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的乡村
旅游点有35个，还有28个乡村旅游民宿，真
正让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走上
了致富路。”

（特约记者 增太措毛）

黄南州：绿色生态绘就美好未来绘就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