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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防沙治沙作战图上，海
西州的位置十分醒目。柴达木盆地特有
的高原生态系统在涵养水源、防风固
沙、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水
塔”三江源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也是
全国八大沙漠之一。沙区沙化土地面积
923.43 万公顷，占全省沙化土地面积的
74.7％，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 152.86 万
公顷，占全省可治理沙化土地面积的
44.9%。

70 年以来，这片英雄辈出的地区从
建设之日起就和荒漠化“硬磕较量”，矢
志不渝、滚石上山、久久为功，最终闯出
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道路——“系统
防护，全域治理，科技赋能，产业支撑”的
海西新模式。

绿色，一进再进；沙，一退再退。人

与沙的较量，不仅是空间的交锋，更是精
神的对垒。

春风拂过，面庞黝黑的陈永奎扛着
铁锹，穿行在德令哈市机场四号泵站。
作为德令哈市的一名生态护林员，他每
天的工作是骑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巡护
临近德令哈市机场的1300亩园林。

说起护林工作，陈永奎打开了话匣
子，详细描述着他20年的工作，每天肩扛
树苗，翻越一座座沙丘，寻找为数不多的
湿沙地，再用一米多长的铁钎、引锥，挖
出深坑、栽种树苗。陈永奎说：“在树种
选择上，我们将过去的沙枣、沙柳更换为
需水量与蒸发量更小、更适合本地的梭
梭、杨树、红柳等耐旱灌木，构建灌木防
风固沙林；在固沙方式上，通过构建一个
个草方格，以网格固沙等工程技术手段
锁住移动沙丘。”现在，看着眼前成片的

一人多高的梭梭、杨树和红柳，他满脸自
豪。

“在海西种活一棵树不容易！”随着
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相继实施，加上一
大批柴达木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植树造
林的方式与治沙效果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如今在这片高原戈壁之上树木成活
率从 30%达到了 80%。柴达木盆地有效
治理面积25.38万公顷，有效阻挡了沙漠
侵蚀。

2023 年以来，全州计划完成国土绿
化营造林任务5.3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任务 19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20.3
万亩。全年完成营造林 6.41 万亩，草原
生态修复治理 26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33.09万亩，完成率分别达到121%、137%
和163%。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永阿表
示，将抓住春季造林有利时机，积极推广
防沙治沙新技术，稳步推进各类生态建
设项目，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全力打好“三北”六期工程攻坚战，
推动“绿色”在柴达木盆地不断延展。

近年来，海西州在沙漠化治理的道
路上勇于探索、积极行动，认真实施“三
北”工程，大力退耕还林还草，推进防沙
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开展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23年底的
4.1%；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到 2023 年
底的 45.38%，呈现出林草面积和覆盖率

“双增长”态势。特别是“十四五”以来，
实施营造林34.92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79.86万亩，沙化土地治理101.7万亩，
重点沙区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特约记者 边红霞 范宗文）

本报讯（特约记者 索南江措 林晓明）“五一”假
期，海西州紧紧围绕促进旅游消费和发展假日经济，
谋划系列活动及优惠套餐，推出特色主题旅游线路，
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假期旅游需求。“五一”期间，共接
待游客28.3718万人次，同比增长28%；实现旅游总收
入1.27亿元，同比增长27%。

为了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位于乌兰县茶卡镇的
青海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精心策划了幸运嘉年华、
大型古乐体验、草根路演、小丑表演等一系列精彩纷
呈的活动，推出多道“文化大餐”，让游客在欣赏茶卡
盐湖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了解和体验景区独特的文
化魅力。假期首日，该景区开园试运营，入园人数达
到15246人，相较2023年，单日接待游客数量翻了一
倍多。根据5月5日携程发布的《2024“五一”假期旅
行总结》数据，茶卡盐湖成为“五一”假期青海人气最
旺的景点之一。

随着气温升高，来海西旅游的人数不断攀升。位
于大柴旦的翡翠湖景区，也迎来不少游客打卡，成了
海西另一处热门景点。“五一”假期该地共接待游客
35304人次，同比增长172%，旅游收入203.99万元，同
比增长118%；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的乌素特雅丹地
质公园，湖水颜色随着气压、温度的变化，由深蓝转为
翠绿，犹如茫茫戈壁上镶嵌的碧玉。“五一”期间，该景
区共接待游客 14789 人次，同比增长 37%，旅游收入
111.77万元，同比增长25%。

蓬勃的旅游市场离不开强有力的后方保障。据
悉，为全面加强全州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确保节假日
期间文旅市场实现“安全、秩序、质量、效益、畅通、文
明”的运营目标，州文旅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工作要
求全力守护“五一”假期良好市场秩序。“五一”期间，
全州未发生文化旅游安全事故，文化旅游市场秩序规
范、运行平稳。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丹丹 通讯员 邓
雅文）今年以来，都兰县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锚定各项目标任
务，全力以赴稳生产、拓市场、扩投资，工
业支撑有力、投资稳健增长、服务业总体
稳定，奋力夺取首季“开门红”。一季度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 9.86 亿元，同比增
长17.4%，位列全州首位。

该县农业生产态势良好，一季度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5%。积极行
动做好春耕备播工作，持续调整优化种
植业结构，全县各类农作物种植面积达
51.11万亩，一季度蔬菜种植面积、产量分
别增长0.8%、1.9%；主要畜禽出栏数量同
比 增 长 1.04% ，畜 产 品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16.62%。二产呈现企稳向好态势，对全县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6%，拉动GDP增
长9.3个百分点，成为一季度经济增长的
主力军。工业生产加快增长，持续巩固
提升助企暖企工作成效，对企业生产情
况按周调度，昆仑黄金、山金矿业等拉动
力强的企业满负荷生产，19 家规上工业
企业开复工率 89.47%。服务业回升向
好，积极做好金融服务，存贷款余额实现

“双增长”；旅游业复苏趋势从客流恢复
扩展到消费恢复。

同时，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对标目标
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提升。
一季度续建项目开复工37个，新建项目
开工建设 27 个，项目有效推进、有效投
资逐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8 亿
元，同比增长 33.18%，充分发挥了项目

和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加
强招商引资，围绕农牧、矿产、新能源、
文旅、商贸 5 个领域，制定春季招商方
案、梳理招商计划清单，汇总对外招商
项目 8 个，及时调整 4 个招商专班人员，
强化招商服务保障工作。按照“储备一
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
思路，储备 2024 年青洽会拟签约项目 2
个，总投资30.08亿元。严格落实“2411”
防返贫监测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就业创
业扎实有效，积极举办 2024 年线下“春
风行动”招聘会。公共服务不断优化，
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面实施全民参保
计划，稳步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财
政收支稳步运行，一季度全县一般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2.2%。

巧思在心间弥漫，智慧在指尖跳动。悠悠历史长
河孕育着无数人类的珍宝。中华文明的殿堂里，非遗
文化无疑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凝结着匠人的灵气
与才华。

走进茫崖市花土沟镇尕斯德都蒙古传统服饰工
作室，绣娘斯琴正在用带胶的衬与布黏合，再将布根
据自己所需要的样式裁剪、描画、配线、刺绣、缝合。
在她的手中，针与线仿佛拥有了生命，充满了活力和
韵律。

记者发现，在刺绣时，斯琴所用的绣法不同于普
通的绣法，是绕针绣。绕针绣是用两根针、两根线去
刺绣，其中一根针是固定绕的线，另一根则用来绣，两
根线中一根是搓的线，绕得越紧，针线就越平。

斯琴于2016年在花土沟镇牧民新村成立了尕斯
德都蒙古传统服饰工作室。工作室现有9个绣娘，由
于她们都是牧民，所以时间很自由。平时斯琴一般会
根据订单所需要的图样画好、剪好，再将刺绣部分分
给绣娘们去完成。

当被问到是如何喜欢上刺绣的，斯琴笑着对记者
说：“小的时候，我对刺绣就非常感兴趣，起初是看奶奶
和妈妈绣，后来有空闲的时候，就去跟村里的老人学刺
绣。”以浓烈的兴趣为指引，经过不断地努力，斯琴多次
在刺绣比赛中获奖，2019年10月她被评为海西州蒙古
族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20年3月份被评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西蒙古族刺绣代表性传承
人，同年还被评为青海省农牧区科技致富女能手。

近年来，茫崖市高度重视非遗工作，将非遗工作
作为文旅融合、文城融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来抓。健全和打造非遗制作展示平台，依托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场所建设，设立非遗展示室，让非遗走进人
们的生活，带领人们感受非遗独有的魅力，共同保护
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刺绣的发
展也焕发了新生机。

如今的蒙古族刺绣已不再是一门简单的手艺，它
开辟了当地妇女的致富新路子。斯琴告诉记者：“我
特别希望把蒙古族刺绣文化传承下去，把妇女们带动
起来，让她们好好去做，这样不仅传承了民族文化，还
增加了她们的收入。”

（特约记者 王秀云 通讯员 张海菊）

走进位于乌兰县柯柯镇西村的标准
化养殖场，一排排整齐干净的羊舍映入
眼帘。1000多只羊在此“安家落户”，“咩
咩”声格外悦耳动听。圈舍内羊群膘肥
体壮，工人正将粉碎处理好的草料喂给
羊群……如今，这成群的羊成了强村富
农的“新引擎”。

西村是一个多民族的农业村，村集
体一直缺少能够带来长久收益的支柱性
产业。为了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近年
来，西村积极盘活集体有效资源，以产业
发展为纽带，积极推行“党建+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养殖业，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养殖产业的发展既需要专业的设
备，也需要更加专业化的人才支撑。西
村党支部从村情实际出发，不断学习中
央、省、州相关政策，并从中找出有关养
殖业发展的关键做法，加以学习和改进，
变成更加符合西村发展实际的有效做
法。西村村“两委”积极与行业部门对
接，以引进专业化的养殖机械和人才培
养为重点，从村干部到养殖户，从技术人
员到实用人才，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为
西村的养殖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朝气，

也从思想深处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养
殖观念。

在计划建设养殖场初期，西村村“两
委”就将村民集中到一起进行讨论，把分
散农户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联合生
产、规模经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商榷，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实施主体，以规模化养
殖为抓手、以产业基地为支撑，通过采取

“村集体+农户”的经营模式和“联户联营、
集体养殖”的运营方式，建立了科学的管
理机制和体系，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专
业化养殖，为实现“一镇三园多点·强镇兴
村富民”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西村“村党支部+合作社+养殖场”
的模式下，村民积极参与村级产业的发
展，不断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提升村级

“造血”功能。西村养殖场发展过程中，
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放到第一位，不断
带动村民参与其中，共走产业致富道路。

“村集体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而且
羊已经卖出去了600多只，收入41万元，
这样可喜的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
们将学习更多的养殖技巧，保证羊的高
质量产出。”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永清说。

（特约记者 才格增 通讯员 王婧）

矢志向绿行 压沙“锁黄龙”

都兰县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州首位

发展养殖产业走上发展养殖产业走上““羊羊””光大道光大道

““五一五一””假假期期

海西实现旅游收入1.27亿元

“指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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