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10A
版面 / 纳杰 校对 / 潇潇

本版文字编辑 李静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为保障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建设，抓好执法
护农工作，近年来，海北州农牧执法部门
紧紧围绕“生态海北、绿色农牧”发展目
标，聚焦主责主业，立足职能职责，开展多
领域综合执法行动，全力赋能，做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建设的护航者。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生产最
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全力保障粮食“芯
片”安全，州农牧执法部门以强化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为重点、日常种业市场监管和
打击假冒伪劣种源为抓手，以种业监管执
法年活动为契机，联合多部门成立督导
组，对全州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经营单
位开展常态化检查，检查重点监管对象达
100%。在全省首次选树17家放心农资门
店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更多农资经
销店由被动监管变为主动规范提升，以此
规范农资经营门店经营秩序，建立放心农
资供应主渠道。加强“北字号”特色品牌
保护，积极开展“绿剑护农”专项整治行
动，健全完善各部门之间的违法线索通
报、案件移送、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切实
加大协作配合力度，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切实维护本土农畜产品品牌效益和
品质安全。突出畜禽养殖、屠宰、运输等
三个关键环节，重点打击私屠滥宰、违法
调运畜禽、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等违法行
为，全面检查畜产品生产企业、经营门店、
养殖场和屠宰企业等监管对象，检查覆盖
100%。让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质量保障
品牌叫得响，让海北绿色有机的金字招牌
更亮、更可持续。根据全州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示范引领区建设的总体布局，分别在
海北州东西大门设立检查点，排班轮岗检
查过往车辆，坚决杜绝省外“三无”饲料扰
乱州内饲料市场及品质。检查饲料生产
企业、饲料经营门店，抽检饲料，查处假饲
料案1起，处罚金2000元，没收全部违法
所得，销毁畜牧盐 1000 公斤，过期饲料
11500 公斤，下架假兽药及过期饲料 10
箱、1400公斤。

多举措加大湟鱼资源的保护力度。
聚焦“防、联、守、清、宣”五大举措，严厉打
击非法捕捞、拉运贩卖、储藏加工销售和
违规垂钓野生鱼类等违法行为，救助青海
湖裸鲤6700余尾。落实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工作，对青海湖、黄河流域、湟水流域等
水产资源保护区加大执法力度，开展不间

断动态巡查。沿线餐饮签订不加工、销售
湟鱼责任书全覆盖，查获涉鱼案件 5 起，
缴获裸鲤2922公斤。持续开展人工增殖
放流，青海湖裸鲤蕴藏量从 2002 年的
2592吨增加到如今的12.03万吨，青海湖
裸鲤从“濒危”物种降为“易危”物种，共生
生态链趋于平衡。

同时，结合线上线下全方位、多角度
讲好执法护农故事。依托“河湖一场”开
展普法宣传，重点区域普法宣传覆盖率达
100%。以“海北农牧执法”公众号为宣传
窗口，采取视频、文字、音频等丰富多样的
宣传形式，深挖采编封湖育鱼、产品质量
安全、农资打假等工作亮点，为海北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提供良
好的法治氛围。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日前，青海湖景区保护
利用管理局海晏管理分局沙岛保护站工作人员开展
日常巡护监测工作时，救助了一只受伤普氏原羚。
据悉，今年5月以来，沙岛保护站共救助普氏原羚3
只，确保了野生动物的安全健康繁衍生息。

普氏原羚，又称中华对角羚，民间俗称黄羊，是
我国特有珍稀有蹄类动物，分布于环青海湖草原和
荒漠生态系统中，是环青海湖地区的旗舰物种。
1989 年我国将普氏原羚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996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普氏原羚列为“世界
极度濒危物种”，同时成为“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
划”中名列首位的濒危羚羊类物种。由于气候、人
为等因素影响，普氏原羚数量在 21 世纪一度下降
至 300 只以下，数量甚至少于野生大熊猫，被形象
称之为“草原上奔跑的大熊猫”。

近日，沙岛保护站工作人员接到牧民群众电话
求助：“在沙岛保护区草场发现了一只受伤普氏原
羚。”随后，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在离牧民草场两公里
处发现了受伤普氏原羚。经过初步诊断，受伤普氏
原羚为两岁幼羚，且受伤较重。工作人员随即与青
海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取得联系，为使受伤普氏原
羚得到及时救助，工作人员连夜将其送至青海省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待达到放归条件后放归大自然。

今年以来，沙岛保护站以沙岛保护区为中心，通过
实地排查和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野生动物栖
息地、繁殖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巡护检查。依托党
建引领局地三级四层沟通联系机制，充分发挥相关单
位、环湖乡村、管护员、牧民志愿者等全社会参与的信
息互通和应急反应，及时对体弱、伤病野生动物进行救
助和治疗，形成了合力保护救助野生动物的良好局面，
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杜照林 通讯员 王福梅）观念
一变，黄土生金。地处门源回族自治县东部，仙米国
家森林公园境内的仙米乡抢抓机遇，大力推进乡村
振兴，积极转变思路，发展种植产业，引导广大农户
发展特色种植，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两年，仙米乡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结
合仙米优越的气候条件，利用自身发展积累的蔬菜
种植经验，进行土地流转，现在已经修建了蔬菜种植
基础设施，今后再实行大棚集约化种植制度，等到丰
收时节，大家不仅能够吃到自己的特产，还能多一笔
收入。”仙米乡党委书记裴建安说。

为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填补门
源县东部仙米、珠固地区蔬菜栽培空白，仙米乡积极
发展喜冷凉蔬菜作物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提升在
蔬菜市场的竞争能力，拓宽村集体收入渠道，带动群
众发展种植产业，解决就近季节性务工，打造“一村
一品，一乡一品”特色产业，最终形成仙米乡大庄村、
桥滩村、龙浪村、达龙村、梅花村每村有一项种植产
业，每年向种植户提供优质蔬菜苗200万株，同时有
效转移和促进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10个就业
岗位，间接带动120个劳动力就业问题，人均年增收
1.2万元，实现集体和群众双增收。

据了解，仙米乡特色种植项目主要培育蔬菜种
苗、生产商品薯及马铃薯良种繁育等，通过使用多项
栽培技术，培育优质种苗，有效解决本地温室种植结
构单一、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采取订单制保障销售
渠道。预计年产培育果蔬苗200万株，年产值达到
174.2万元。商品薯种植周期和马铃薯制种周期按每
年1茬计（秋收），预计年产商品薯680吨（2.5吨/亩），
预计达产81.6万元，刨除成本实现净收益29.55万元。

六月的祁连，卓尔山上绿意盎然，
牛心山顶积雪皑皑，祁连县八宝镇各村
的特色民宿、农家乐纷纷开门迎客，从
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八宝镇顺势而为，借助
“天境祁连”“祁连归来不看山”“祁连
山下好牧场”等旅游金字招牌，按照

“旅游资源全域整合、旅游景区全域规
划、旅游线路全域营销”的思路，从产
业引领、管理服务、业态培育等方面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为游客绘就了
集美景、美食、美宿为一体的“诗和远
方”。2023 年，全镇 13 个村依托生态

园、农家木屋宾馆、星级酒店等20个乡
村旅游集体产业，实现村集体收入
419.23万元。

优质民宿让人气聚起来

位于5A级景区卓尔山脚下的拉洞
村已初显夏日的热闹景象。北京、上
海、山东、四川等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草帽哥山庄、老龙树人家等一批特色农
家宾馆、民宿非常火热。

八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子成介
绍，今年祁连县出台“引客入祁”百万奖
励政策，开展了青甘蒙百家旅行社走进

“天境祁连”踩线推介活动，推行星级乡
村旅游接待点一次性奖励或补助等政
策，鼓励引导老百姓开办家庭民宿。同
时，通过经营主体培训、基础配套设施
升级、食品卫生常态化安全检查等行
动，让游客在八宝镇玩得开心、住得放
心、吃得安心。如今，一家家民宿、家庭
宾馆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
金屋”。

目前，八宝镇已形成了集自然体
验、康养度假、旅游服务等生态旅游发
展为一体的模式，“五一”假期，全镇各
村农家院、农家宾馆、民宿等共接待游
客2万余人，旅游收入达300万元。

旅游新业态让消费旺起来

近年来，八宝镇麻拉河村积极组织
动员 20 余户群众通过“企业+党支部+
农户”模式，精心打造“高原花海—特色
交通—红崖写生基地—网红公路”乡村
旅游线路，在原有基础上对旅游业态进
行了拓展，打造了集美食、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项目，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
富的乡村旅游体验。

站在白杨沟村委会旁的木桥上，放眼
望去，青苔石阶、龙鳞白杨、流水小桥，在
河道两岸，刺绣工坊、文创基地等体验业
态和地域特色美食小吃等农家乐一字排
开。八宝镇白杨沟村立足自然风光和文
旅资源，借助“露营经济”新业态东风，积
极开发树湾露营基地，探索打造“露营+”
模式，推动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实
现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双增收。同时，打造
出集红色文化、绿色生态、旅游新业态三
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随着村里的业态
越来越丰富，村民的钱包越来越鼓。

如今八宝镇乡村旅游已逐步实现从
“配角”到“主角”、从零星分布到全域发
展、从单一模式到多元业态的“三大转
变”，乡村旅游日益成为八宝镇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发力点。（通讯员 州宣）

高原初夏，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
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一条条崭新的
村道通达八方，一排排藏式风情小屋别具
一格，一项项特色产业欣欣向荣……一幅
村庄美、村民富、乡风好的美好画卷，在海
滨藏城尽情铺展开来。

“天气暖起来后，村里人也忙了起
来！”果洛藏贡麻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明笑
着说，家里有牛羊的村民，这两天忙着转
场，年轻人在村里产业厂房里上班，各有
各的事可干！

2013 年以前，村里大部分人住在牧
区，且以土坯房为主，交通、生活、孩子上
学、老人就医都不方便。自建设了牧民安
置新村、实施了农牧区危房改造项目后，

村里人搬进红砖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告别土窝窝后，自来水拧开就有，屋

里就有水厕，但一开始不少人还是回了草
原。”村民赞拉才让摇摇头，缓缓说出以前
新村不少房子空置的原因，村民没事可
干，只能回草原继续放牧。

“村里要留住人，还得将产业发展起
来……”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产业
一个接着一个，村里人再次从草原回到新
村，往日有些空旷的村子，变得热闹起来。

从三年前的只有三个合作社，到如今
的民族特色村寨、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
精酿啤酒产业乡村振兴示范点、现代科技
种植养殖基地、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特
色农畜产品实训基地……三年来，果洛藏

贡麻村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实训基地对面，是村里的精酿啤酒

厂。说起村里选择精酿啤酒产业的缘由，
张明说，刚察的气候只适宜种植青稞、油
菜，通过考察学习，县里决定在果洛藏贡麻
村发展精酿啤酒产业。2023年村集体经济
收益达到72万元，如今村里的特色产业正
逐步发展起来，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听到张明的话后，果洛藏贡麻村党支
部书记索南才夫旦笑着补充道，“未来只
要我们大伙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合
力，咱们的幸福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甜！”

（通讯员 刚宣）

把绿色有机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青海湖沙岛保护站救助受伤普氏原羚

祁连全方位打造乡村旅游“好风景”

产业振兴让幸福日子越过越甜

特色种植业绘就乡村振兴特色种植业绘就乡村振兴““钱钱””景图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