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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有艳 通讯员 白尼玛）为
加速海北州“祁连山下好牧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创建，加快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走出去”、声誉“响起来”、形象“立起来”，进一步充
实“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增强优品库产品及企
业市场竞争力，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秉承“育品牌、
闯新路”理念，扎实推进“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
增容提升工作。

近日，通过精心组织区域内优质农畜产品征
集，现场对报名产品进行实物品鉴，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对征得产品进行专业评审，优中选优评选出了
符合区域公用品牌“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标准
的优质农畜产品。最终确定了海北州第二批“祁连
山下好牧场”优品库征集产品名单，共有14家企业
115种产品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截至目
前，全州入选“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的优质农畜
产品已达到25家企业235种产品，涵盖海北州五大
主导产业和八大特色产业农畜产品。

自发布“祁连山下好牧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以来，海北州立足绿色有机畜牧业资
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坚持绿色发展导向，
大力推进农牧业绿色化、优质化、标准化、品牌化，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知名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名
片”。

初夏的狼禅山，草长莺飞，绿意
盎然。走进海晏县三角城镇海峰村
芦花鸡养殖基地，羽毛黑白相间的芦
花鸡三五成群，有的徘徊鸡舍悠闲啄
食，有的在草原上来回踱步，有的扑
腾翅膀相互缠斗……它们个个精神
抖擞，活蹦乱跳，让寂静的狼禅山充
满生机。

2016 年以放牧为生的海峰村村
民郭春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
到芦花鸡养殖业。她看准国家脱贫
攻坚大力扶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好时
机，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通
过先后多次到省内外养殖基地进行
考察，向专家咨询，一条致富的新路
子渐渐清晰起来，自此从“牧羊女”
变成了“养鸡达人”。经过 8 年多的
探索实践，她在一次次失败中转变
观念、总结经验，畜产品品牌也逐步
得到认可，狼禅山草原散养芦花鸡、
绿壳蛋得到省内外广大消费者的一
致好评。

海峰村狼禅山养殖基地以草山
为主，地域开阔，环境优美，发展生态
养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
们的芦花鸡以采食野菜、草籽、昆虫
为主，以各种谷物为辅，平均每只鸡
要养 7 个多月才能出栏。”郭春铃说，
草地上散养的鸡肉质鲜美，营养价值
丰富，产出的天然绿壳蛋也热销省内
外。

据了解，海峰村狼禅山芦花鸡
养殖基地目前占地面积 300 亩，可
利用草场 3000 多亩，建有畜舍、饲
料库等基础设施 1500 平方米，并设
置夏季旅客住宿餐饮帐篷 10 间，现
存笼芦花鸡 1300 余只，每月可以出
栏 7000 多只，平均月产蛋可达 4000
余斤。

为更好地打造“狼禅山芦花鸡”品
牌，加快特色养殖业发展，丰富村集体
业态，促进村集体增收，在县委、县政
府大力支持和镇党委政府指导推动
下，三角城镇海峰村开始探索芦花鸡
养殖“党支部+合作社+乡贤”合作模
式，经多方协调联动，积极争取到447
万元乡村振兴发展专项资金，不断完
善从场地选择、鸡舍搭建到完善配套
设施等环节，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
成熟的养殖体系。

如今，海峰村狼禅山芦花鸡养殖
基地上各项施工作业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预计今年出栏10000余只，可
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6 万元以上，
带动5名至8名脱贫户实现家门口就
业增收。一幅充满希望的生态养殖画
卷在青海湖北岸的小镇铺展开来。狼
禅山生态优势正在源源不断转化为海
峰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动能，成
为海峰村推进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

“最大本钱”。
（通讯员 海晏宣）

湟鱼洄游、水鸟云集，青海湖碧波荡
漾美不胜收。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在维护
地区气候稳定、蕴藏水源、防止土地荒漠
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十年
来，青海湖水体面积呈现出增长趋势，展
现出生态恢复的巨大成就。据青海省地
质调查院卫星遥感中心监测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青 海 湖 的 水 体 面 积 达 到
4531.66 平 方 公 里 ，比 2014 年 增 加 了
198.41 平方公里，湖水面积逐步趋于稳
定。“扩大变化较为明显的有三处，主要
为：布哈河入湖口、沙流河入湖口及沙
岛。”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卫星遥感中心技
术员侯永浩说。

根据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卫星遥感中
心2014年到2024年青海湖区域监测显示，
鸟岛已经从曾经的半岛变成了如今的全
岛，水域面积的变化，对于青海湖的生态
系统有着重要意义。

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处副处长孙建青表示，从今年
监测数据来看，鸟岛的五大夏候鸟的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4倍，它们在鸟岛
区的栖息地也明显增多了。主要包括一
些鸻鹬类的鸟，比如黑翅长脚鹬、黑尾塍
鹬、红脚鹬等这些小型的涉禽，数量上提
升比较明显。

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青海湖与周边的草原、山脉等共同构
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生态格局，对整
个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多年持续监测，青海湖湿地面积持续增
加，高密度植被覆盖率持续增大，沙地、
裸地、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同时，
作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除了传统的
二郎剑、仙女湾等景点，青海湖环湖又增
加了一批新的生态观景点，魅力十足。

（通讯员 州宣）

午后阳光斜照，门源县青石嘴镇上铁迈村委会
的院子里人头攒动，每人手里一份法典、一份清单，

“昨天我们村里的第一书记就给大家通知，今天有民
法典的宣传，吃过午饭，就来听一听……”上铁迈村
包有忠大爷，手中拿着一份“法律常识”文字资料，边
听宣讲，边细细看了起来。

普法宣传走进千家万户普法宣传走进千家万户

“这本民法典宣传小册子可是有大用处，你看，我
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能用到，回去让家里的人都看
看。”普法点上，来自县司法局的马晓琼和同事们发放
着法律宣传折页，提醒群众要提高防范意识，搞好邻
里关系，妥善处理好生产、生活中各类矛盾纠纷。“像
这种进村入户的普法宣传，最贴近群众生活，让老百
姓在转一转、聊一聊的同时就能把法律知识带回家，
既便民又高效，群众在哪里，我们就要把普法宣传讲
到哪里。”马晓琼感慨地说。

面对群众，普法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仅要宣讲
人民群众关心的话题，更要以大家听得懂的方式给
大家讲明白。普法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
业的法条进行口语化解释、循循善诱，引导群众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办事理念。

把群众关心的内容带给群众把群众关心的内容带给群众

为了便于群众把法律知识带回家，针对群众普
遍关心关注的防范电诈、婚姻家庭、土地经营权的流
转、合同订立等内容，相关部门就《民法典》的具体规
定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活动现场，
村民群众踊跃参加法律基础知识有奖问答，气氛热
烈。整场活动，共计发放民法典宣传手册300余份。

此次宣传把普法讲堂搬到了群众家门口，讲述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把“纸面上的法”落实为老百姓

“心中的法”，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
里，让法治之声切切实实“飞入寻常百姓家”。

（特约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康玺明）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近年来，海北州
以创建绿色有机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为
契机，围绕全州构建“243”发展新格局，贯
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推动产业“四地”建
设，深入推进高原种业振兴行动，为乡村
产业强劲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强化良种繁育，积极推进项目落地。
始终坚持“品种优先、良种先行”的原则，
把现代种业作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硬
核任务，积极落实省级下达良种繁育任
务，及时推动项目落地。2024年海北州种
子工程项目共下达资金 275.9 万元、农作
物繁育任务27350亩，全州以建立麦类三
圃田、麦类良种繁育、小油菜制种、新品种
作物展示示范为主。截至目前，全州已全
面完成种植任务。

建立核心基地，高效推动成果转化。
以“品种＋良种”推进繁育模式，每年稳定
建设青稞油菜良种核心繁育基地5万亩以
上，扶持种子生产专业合作社20家，“育繁
推”商业化种业企业4家，每年向甘肃、四
川、西藏等地调运良种1200万公斤以上，
已成为全省最大的青稞油菜供种基地。
海北州培育的“青油21号”和参与选育的

“昆仑 14 号”是全省主推品种之一，青稞
“昆仑14号”已成为我省的当家青稞品种，
播种面积占到全省青稞播种面积的 50%
左右，青油21号自推广种植以来在海北、
海南白菜型油菜主产区和海西、海东、西
宁等高位山寒区基本全覆盖种植，占到白
菜型油菜种植面积的70%左右。

优化种业布局，加快体系建立健全。
以现代种业生产经营体系为重点，产学研
紧密结合，建立健全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全州已建有青稞和小油菜等高寒农
作物产地育种科研基地、国家高寒区小油
菜、青稞区域试验站，青稞原原种繁育基
地，强力推进了海北创建北繁基地和北育
南繁工作的进程，已形成州县乡三级“育
繁推”一体化高原种业体系，全方位推进
了高原种业振兴。2023年底，全州成立村
集体经济组织214个，组建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404家、家庭农牧场468家，全州土地
流转面积达 23.1 万亩，集约化经营土地
23.1万亩，集约化率达26.9%，土地托管面
积 19.27 万亩，占全州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的22.46%，走在全省前列。

加大政策扶持 ，努力实现经济增

收。按照补助标准对良繁基地进行种
子、化肥补助，稳定全州农作物种植面
积，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和良种化程
度。2023 年基地青稞良种平均亩产达
240 公斤，油菜良种平均亩产 110 公斤。
2024 年通过种子工程项目实施，全州预
计可解决来年 22.58 万亩青稞大田生产
用种，预计可增加收入 903.2 万元以上；
预计可解决来年 22.5 万亩油菜大田生产
用种，预计可增加收入 1215 万元以上。
同时，带动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通过

“合作社+新品种+良种”的良繁推广模
式，年内可扶持2家以上专业合作社建立
成熟的繁育体系，进一步增加农村人员
就业岗位，提高农牧民收入，示范引领带
动作用不断增强。

下一步，海北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加强现代种业体系建设，培育“育
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实施高原种业能
力提升工程，不断突破种业“卡脖子”问
题，进一步提升高原种业核心竞争力，努
力把海北打造成青海乃至全国重要的藏
羊、牦牛、青稞、油菜良种繁育和供种基
地。

海北多举措推动“种子”落地扎根
235种产品入选

“祁连山下好牧场”优品库

青海湖水体面积
增加198.41平方公里

把普法讲堂搬到群众家门口

生态养鸡生态养鸡““啄啄””开致富门开致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