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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日前，果洛
州统计局发布2024年一季度全州经济运
行情况。根据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全州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9577.70
万元，同比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289.27万元，同比增长6.1 %；第二产
业增加值 4426.43 万元，同比增长 7.3%；
第三产业增加值 54862 万元，同比增长
7.8%。

畜牧业生产形势稳定。年初以来，
全州未出现大的灾害天气，为畜牧业稳
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季度，全州
实现农牧业总产值1067.98万元，同比增
长 5.02%。全州工业生产呈现下降态
势。全州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39.53%。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51.82%；规模以下企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08%。规
模以下工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将国能
果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工业统
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呈下降态势。根据
全省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州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6726.5 万元，同比下降
3.1%。

分销售行业来看：批发业销售额达
到5938万元，同比增长3.7%；零售业销售
额26596万元，同比增长4.7%；住宿业营
业额 466.3 万元，同比增长 3.1%；餐饮业
营业额6690.5万元，同比下降6.3%。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下降；
金融机构存款下降，贷款增长。全州累
计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5896 万
元，同比下降4.07%；财政支出134374万
元，同比下降10.88%。3月末，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 1138158 万元，同比下降
14.51%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快于城镇。一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311元，同比增长6.6%；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92元，同比增长
5.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9
元，同比增长7.9%。

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平稳。3月份，省
定监测点玛沁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
下降0.1%，同比持平，累计下降0.2%。调
查的八大类消费品中：食品类累计下降
2.3%；医疗保健类累计上涨4.6%；教育和
文化娱乐类收入累计下降了 0.2%；居住
类指数累计下降 0.1%；衣着类价格累计

上涨1.1%；交通和通信类累计下降1.9%；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1.6%；其他用品
和服务类价格累计上涨2.8%。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5月11日，玛尔挡水电站
2号机组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主厂房土建主
体工程全部完成施工，为实现12月底全部机组投产发
电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玛尔挡水电站地下厂房位于大坝右岸山体深处，
距大坝顶部167.8米处，由30多个洞室群组成，25层楼
高，容积为48.53万立方米，总面积可容纳32架C919
国产大飞机，这是国内在建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地
下厂房。

电站共安装 4 台单机容量为 55 万千瓦和 1 台单
机容量为 12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232 万千瓦。机组安装施工前，根据不同设计高程，
施工人员由下至上依次完成肘管、锥管、蜗壳、水轮
机层和发电机层混凝土的浇筑，创造了“提前 56 天
完成国内在建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地下厂房开挖
速度”“岩锚梁浇筑质量达国内领先水平”“仅用 29
天完成岩锚梁混凝土浇筑”“全年浇筑混凝土 73.6
万立方米，月平均超 6 万立方米，连续 5 个月月平均
超 8 万立方米，创同类工程混凝土生产历史纪录”的
优异成绩。

玛尔挡水电站作为“西电东送”和“青电入豫”骨
干电源点，全面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达73.04亿千瓦
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2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816万吨，将为青海及东部地区提供源源不断
的清洁能源。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兴发）今年，果洛
州人社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出“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维权”
服务保障措施，通过深入企业对接、走进
牧户家中走访，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
境，第一季度就业创业工作取得历年来
最好成绩。

据果洛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孔生福介绍，果洛州已实现当地牧民从
家门口到厂门口的“点对点、一站式”就业
输送，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再就业以
及农牧区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 6000 多
人，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37.8%、40.5%和
60%。在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果洛

州实名登记的567名毕业生中，目前已就
业518名，就业率达到91.35%。

为做好就业服务，果洛州积极开展
各类就业招聘活动，已组织78家省内外
企业为当地带来5200余个就业岗位，并
且面对农牧区劳动力就业技能薄弱、创
业扶持力度较小等问题，积极开展摸底
调研，有针对性地编制了37类4000人的
培训计划，截至目前，举办SYB创业培训
以及服务餐饮等各类创业就业培训班18
期，612名应届毕业生、农牧区劳动力参
加培训。此外，发放创业贷款40万元，为
求职者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15万余
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兴发）近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班玛县吉卡乡，当地工作人员拍摄到一只刚出
壳不久的胡兀鹫。在位于悬崖峭壁上的巢穴里，小胡
兀鹫浑身裹着黄褐色的绒毛，正安静地匍匐在妈妈身
旁。

据了解，胡兀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主要
分布于我国的新疆西部、青海、甘肃、宁夏、四川西南
部及西藏地区。栖息于海拔500米至4000米的山地裸
岩地区。每年2月至5月是胡兀鹫的繁殖期，每窝产
卵通常2枚，偶尔3枚或1枚，孵化大约持续55天至60
天。

班玛县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也
是长江源上游的主要水源地，境内玛可河林区是青海
省面积最大的林场和中国海拔最高的天然原始林区，
县域内80%以上的地域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多年来，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班玛县境内野生动植
物得到有效保护。截至目前，班玛县境内国家一级野
生保护动物种类达12种，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达33种，
省级保护动物10余种。国家珍稀鱼类川陕哲罗鲑（俗
称“猫鱼”）就产于班玛县玛柯河流域，是第四纪冰川
时期遗留下来的水生物活化石，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和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同时，班玛县拥有森
林植物67科466种，被列入国家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
有麦吊云杉、红花绿绒蒿、角盘兰、草黄麻、大花勺兰
等珍稀植物。

本报讯（通讯员 久治宣）近年来，
久治县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立足资
源禀赋，以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先行示范县为契机，持续在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上做文章、见成效，实现
农畜产品由“有”到“优”的转变，切实让
县域农畜产品以更足的底气出县门奔
远方。

全县以落实牛羊稳产保供目标任
务为抓手，持续推进牲畜出栏、牛羊肉
加工销售，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
局，大力推进标准化农牧业全产业链发
展，不断提升畜禽产品供应保障能力。
2023年，全县牲畜存栏牦牛27.95万头，

出栏牲畜93485头只，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 102.2%；肉类产量达 0.88 万吨，完
成目标值的 101%；鲜奶产量达 0.75 万
吨，完成目标值的100%，累计研发牦牛
肉能量块、牦牛肉冷鲜肉、牦牛肉精分
割等产品24 种。连续7年完成智青松
多镇、索乎日麻乡、哇赛乡、门堂乡全域
草场、牲畜、鲜奶有机认证，白玉乡、哇
尔依乡共 9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绿
色农畜产品已通过青海省绿色食品办
绿色食品现场认证、绿色食品抽样检测
等工作，实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双认
证”，进一步提升了久治牦牛的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全县打造万只藏羊养殖基地、万头
牦牛养殖基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加工
销售集散基地，县域境内年产量达1800
吨的有机奶加工厂即将投产，年产3万
吨的天空牧场有机肥已销往全省各县使
用，产品质量和销量不断提升。投资680
万元建成河曲马养殖基地交付使用成为
特色产业新亮点，投资 1640 万元建设

“久治牦牛”良种繁育基地，投资700万
元实施高原牦牛种畜场能力提升项目，
实现了强化优良品种培育输出，农畜产
品品质不断提升的预期目标。全县以牦
牛主导产业相关的饲草种植、牛羊养殖、
屠宰加工、奶制品生产、粪便无害化处理
及有机肥加工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聚
集程度较高的“草畜粪肥肉乳”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采集9.2189
万头（只）牦牛和藏羊的追溯数据，覆盖
全县五乡一镇。不断拓宽牧民群众增
收致富的渠道。投资8800万元的久治
县“青甘川”三省活畜贸易陆港基地的
建成，将推动全县乃至青南地区农副产
品由分散化交易向平台化、数字化运作
转变，在上海、西宁等地建立产品体验
销售店，加快形成产业“能带动”，产品

“走出去”，群众“得实惠”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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