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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盛夏的脚步，属于青海的专属激情与浪漫再一次上演。
7月6日，第二十三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激情开赛，海南州
贵德、共和两地以独特的多元文化魅力，拥抱八方来客。

经过二十多年积淀，环湖赛已不仅是展现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
台，也成为大美青海与世界连接的重要窗口。

此次环湖赛在海南州境内将进行三个赛段的比赛。7月9日，第
三赛段为互助—贵德，比赛距离约202公里；7月10日，第四赛段为贵
德—共和，比赛距离约136公里；7月11日，第五赛段为共和—西海镇，
比赛距离约126公里。比赛路线沿途串联起拉脊山、阿什贡景区、青
海湖、夏拉草原等多个城市地标和热门景区。

一路骑行，一路美景。
车队途经贵德赛段，绵延多姿的峰峦——拉脊山映入眼帘，日

落月升，星起潮落，拉脊山上空浮现出柔美缱绻的云海景观构成一
幅景色绝美的画卷，展现出高原夏日独有的浪漫；阿什贡国家地质
公园以自然地貌景观和地质遗迹为主要特征，七彩峰丛地貌多姿多
彩秀丽壮美陡峭险峻、气势磅礴；千姿湖景色迤逦，大天鹅在湖水中
或起舞或休憩，丹霞山在岸畔巍峨连绵。

过了“黄河清大桥”，便进入了贵德县城，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也被称为“高原小江南”“梨都之乡”。每年春夏，梨花、杏花等次第
开放，山川河谷美如画卷，吸引游人无数。清清黄河景区、贵德古
城、玉皇阁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浓郁淳朴的民族风情、精美独
特的古典建筑等都为贵德县发展旅游业积淀了人文优势。为此，贵
德县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方面不断打造文旅融合的旅游景点，让游
客在游山玩水的同时，体验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多年来，贵德
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大力推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战略，清清黄河已成为极具观赏价值的景致，“天下黄河贵德
清”的美誉更加响亮。

经拉西瓦，过巴卡台，前面就是倒淌河。这里至今还流传着文
成公主千里和缘的美丽传说，静静的河水在微风中泛起阵阵涟漪，
仿佛在吟唱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千古佳话。穿过柳梢沟隧道，有一
片美丽的草原——尕海滩草原，目光所及处，牛羊遍野，淡蓝的远
山，金黄的草原，宛如一片与天相连的厚重油画。

在共和县恰卜恰镇，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这里蓬勃发展的新
气象、新面貌。距离小城不远处的大数据产业园和塔拉滩光伏发电
园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那一排排光伏发电板呈同心圆排
列，像向日葵一样追逐着太阳，这片“悠悠蓝海”为“进藏咽喉”共和
实现绿色崛起带来发展机遇。共和盆地地热资源分布广、埋藏浅、
热质高，称之为“中国热盆”“世界热极”，已成功钻获温度高达236℃
的优质干热岩，实现试验性干热岩发电300千瓦，已成功实现我国首
次干热岩试验性发电并网。

离开恰卜恰，沿着恰江公路来到美丽的夏拉草原，沿途风景优
美，空气清新，民风淳朴。这个时候正是夏季草场水源与牧草最为
丰沛茂盛之时，成群牛羊在绿毯般的草原上漫步觅食，远远望去，就
像洒在草原上的“珍珠”。接着穿过洛合垭口，便能听到青海湖的涛
声……

到达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后，继续向东骑行，从湖东公路直奔海
北州西海镇而去。眼前一条蓝线渐渐变宽，鱼鸟伴着金黄的油菜花
欢跃，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尽收眼底。这颗高原大地上的“蓝宝石”拥
有特有的“草—河—湖—鱼—鸟”共生生态链，展现着得天独厚的生
态文化魅力。 （特约记者 高岳）

一路骑行串起海南美景

“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海南州的
品牌，我们家孩子一直喝的就是这
种蜂蜜。”

“鱼怎么卖，麻烦给我拿个大
点的袋子吧。”

……
7 月 7 日，“净土青海·高原臻

品”2024年品牌宣传暨招商引资推
介会举行。在海南州农畜产品展
示区，当地的群众和很多游客争相
在展柜前“大快朵颐”。

来自甘肃的游客王先生品尝
完牦牛肉干后告诉记者：“今天能
参加这个活动很高兴，不仅尝到了
鲜美的牛羊肉，还买了三文鱼和青
稞炒面打算回家给家人尝尝。”

推介活动中，海南州雪峰牦牛
乳业、龙羊峡三文鱼、青藏部落青
稞、青藏码头牛羊肉等5家企业向
广大群众展示了藏羊、牦牛、牦牛
乳制品、蜂蜜、青稞产品、三文鱼等
具有我州特色的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颇受大家喜爱。

“新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看
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牦牛拿铁你们
喝过没有……”在网红直播区，海
南州本土网红正在直播间推介家
乡雪峰乳业的新产品——牦牛拿
铁。现场围观群众不禁纷纷发出
疑问：“牦牛奶和咖啡混在一起能

好喝吗？”工作人员随后拿出样品
给大家品尝。“真心不错，咖啡的醇
香和牦牛奶的乳香混合，口感回味
无穷……”门源县居民李福英说。

此次展销过后，来自海南州的
特色农畜产品掀起了一波小热
潮。新鲜的三文鱼、口感醇厚的特
色牦牛酸奶、香气扑鼻的酩馏酒和
质地细腻的黑藏羊绒围巾等琳琅
满目的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的目
光，受到了大家的青睐。

除了农畜产品的推介展销，现
场还进行了来自东部省市大型商
超、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采购商与省
内农牧企业对接洽谈活动。

优势互补，在活动现场续写东
西部协作“山海情”。

专场签约会上，江苏省无锡市
苏锡副食品有限公司就“青海湖”
牌系列产品总经销项目与海南州
雪峰牦牛乳业成功签约，金额达
3000万元；上海火星酋长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就社区新零售团购团批
项目与海南州乡村振兴绿色产业发
展园成功签约，金额达3000万元；江
苏中创代血浆研究院有限公司就
2024年乡村振兴整村推进项目（贵
南县万头驴养殖项目）与贵南县政
府成功签约，金额达600万元。

江苏省无锡市苏锡副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生涛说：“这次与
海南州合作，我很期待。我相信未
来我们可以做长期的合作伙伴。”

海南州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
交错区，是青海省农畜产品西进东
出的重要通道。境内农牧业资源
富集、资源优势明显、地域特色鲜
明。

近年来，海南州聚力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动国家可
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州
委、州政府致力于做大做强藏羊、
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优势
产业，做精做优冷水鱼、蚕豆、牦牛
乳、食用菌、高原蜂业等特色产业，
统一打造农牧产业品牌，高原“天
路飘香”成为海南州农畜产品的品
牌“代名词”，体现了“高、净、稀、
特”的品牌价值形象。肉、乳、油、
奶、鱼、蜂、菌等特色农产品100余
种。“青海湖乳品”“龙羊峡三文鱼”

“青藏华蜂”等一批优质农畜产品
远销国内外。

如今，踏上现代化农业强国建
设的新征程、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
作的新起点，在江苏的大力支持下，
在援扶单位的鼎力相助下，海南州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
区建设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特约记者 高岳）

本报讯（通讯员 团委）近日，共青团共和县委联合县司法局、县
人民法院、县教育局、县人民检察院、县少工委举办共和县第三届青
少年模拟法庭大赛，相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担任评委，全县共9支
参赛队伍120余名青少年参加比赛。

“报告审判长，法庭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随着庄严的法槌
声敲响，共和县第三届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模
拟法庭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具有代表性的未成年人涉抢劫、校园欺
凌、诈骗、故意伤害等案件为范本，由青少年学生分别扮演审判长、
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法庭角色，在庭审现场展开精彩辩论和发
言，大赛氛围热烈又紧张，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庭审”助力青少年学
生“沉浸式”学法。

庭审结束后，各评委老师对参赛同学们展现出的严谨、规范的态
度以及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从庭审的完整性、规
范性、法庭用语的准确性等方面为各参赛队做了专业点评，并给出了
中肯的指导建议，同时表达了对未来的法治人才的殷切希望。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按照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类别，分别评
选出小学组团体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中学组团体一
等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1个。各参赛组分别产生最佳审判长、
最佳审判员、最佳公诉人、最佳辩护人、最佳当事人、最佳个人奖、最
佳表现奖各一名。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奖14个，并现场颁发证书、
集体牌匾及个人奖杯。

此次模拟法庭以赛促教，激发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拓
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形式，培养青少年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

“法治纽扣”。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开展好“青春与法同行”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和影
响力，持续提升广大青少年的法治素养，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州管）为推进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走深走实，彻底排查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突出问题，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
和幸福感，提升海南州营商环境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海南州市场监督
管理局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召开推
进会、部门分析研判、政务服务回
访、调查问卷等形式，查找行政审批
和窗口工作中服务不到位、为群众
帮办指导不积极、窗口工作人员解
答群众咨询不全面、对应提交材料
和办理流程没有一次性告知等问
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

整改措施，破解群众办事堵点，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商事登记便利度。推
动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
化、办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
化，在企业开办领域不断摸索创新，
将经营主体准入准营阶段需要多个
部门办理，关联性强、办理量大的多
个事项集成办理，实现“高效办成一
件事”，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有速度、
有温度。

创新优化“帮办代办”窗口。进
一步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窗
口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群众填写信
息、上传材料，帮助办事人员通过线

上线下途径办理企业登记业务。登
记注册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全力
为办事人员提供商事登记政策法
规、登记业务咨询指导服务。

加强政务服务窗口制度建设。
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依法依规办理，
对窗口服务制度再梳理，更新和完
善《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等
服务制度。窗口工作人员按照“首
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要
求，主动提供办事指南、一次性告知
单、申请样表、合格标准等材料，详
细告知该事项的申请要素、办理“路
线图”，切实解决申请人“多次跑路”
的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贵南宣）盛夏
的贵南草原一派勃勃生机，伴随
着雨季的来临，一种被当地人称
为“黄蘑菇”的菌类作物在青青
草 场 和 石 山 的 平 缓 地 带 破 土 而
出，因其肉质肥厚、细嫩脆鲜、
营养丰富的特性成为当地受宠的

“天然食材”。
南拉才让是贵南县完秀村的

牧民，每年雨季到来时，他便和村
里人结伴到高山草原寻找黄蘑菇

的身影。他蹲下身子拨开草丛，轻
巧地摘出带着泥土根茎的黄蘑菇，
多年的采摘经验让他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的
一袋，开始到公路旁等候售卖。

森多镇完秀村村民南拉才让
说：“夏天我们这里会长很多黄蘑
菇，大家采摘黄蘑菇后拿到公路
旁 售 卖 ， 雨 季 的 时 候 黄 蘑 菇 更
多，卖不完的我们会拿到自家的
铺子里晾干，晾干的黄蘑菇价格

更高。当下正是黄蘑菇品质和产
量最好的时候，我们能有四五万
元的收入。”

贵南牧草资源丰富，为野生蘑
菇提供了极佳的生长环境，所产黄
蘑菇个大、肉厚、水分少，是青藏高
原上有名的山珍，采摘后的黄蘑菇
会进行晾晒处理，形成干黄蘑菇，
便于保存和运输。这些干黄蘑菇会
销往本土及内地各大餐饮店，为农
牧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共和县举行
第三届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

东西部协作带动海南农畜产品不断东西部协作带动海南农畜产品不断““升温升温””

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优化行政审批服务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优化行政审批服务

小小黄蘑菇让牧民小小黄蘑菇让牧民““钱袋子钱袋子””鼓了起来鼓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