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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生“愿景图”
绘成幸福“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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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
镇长江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扎西达娃带领参加第二届长江大保护
与乡村振兴百村座谈会的嘉宾，先后
走进长江源村村史馆、长江源民族学
校、“蕃巴仓”（藏族人家） 民俗馆等
进行实地参观，感受长江源村这些年
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个被

“幸福”团团包围的村子里，村民们你
一言、我一语，向嘉宾们热情地诉说
村里的新变化。

从2004年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
护政策自发搬迁至长江源村以来，20
年时间，长江源村各族群众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下，守护三江源头绿水青
山，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长江源
村村容整洁，基础设施完备，村集体
经济蓬勃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社
会保障、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
更加完善，各族群众心怀感恩，互帮
互助，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守护好三江源头的绿水青山
结束6月份的巡护，从420多公里

外、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归来，长江
源村村民扎西才仁与同为生态管护员
的妻子被晒得黝黑。

扎西才仁告诉记者，作为村里的
草原生态管护员，每次进山巡护，少
则三四天，多则一星期。现在，夏天
到来，草长高了，长江源村党支部号
召大家增加巡护力度，自己和妻子响
应号召，深入长江源沱沱河腹地，加
强草原生态和环境卫生监管。

这几年，长江源村党支部组织村
民积极参加“长江源1号”和“邦吉梅
朵”青年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带领村民
开展“保护长江，保护母亲河，我们在
行动”等主题实践活动，有效维护了沱
沱河及青藏公路沿线生态环境。

做强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
在长江源村毗邻六子湖生态教育

基地的“长江牧歌”野奢帐篷营地，
村民日格楚作为领班热情地招呼前来
就餐的游客。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
帐篷营地的生意蒸蒸日上。

这几年，日格楚目睹村党支部带
领村民跑项目、筹资金、做推广，一
步步建成生态绿色牛羊肉加工销售基
地，精心打造村史馆、“蕃巴仓”（藏
族人家）民俗馆、“长江牧歌”野奢帐
篷营地、“长江1号”越野赛车场等项
目，为长江源村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提起长江源村集体经济发展之
路，扎西达娃介绍说，发展村集体经
济村里选择问计于民。村党支部召开
村民会议暨发展村集体经济“群英会”，
让党员和群众都来出点子，村里还组织
党员到远处的江苏省、浙江省阔视野、
拓思路，到近处的乌兰县、互助县学经
验、长知识，以“三个臭皮匠”的智慧，最
终确定了长江源村走绿色畜产品加工+
特色民族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子。

党员群众共同谋划的发展路子，
得到全体村民的信赖和支持。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2023年长江源村集体经济
收益达到107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3.67万元，同比增长8%，实现了

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增收”。
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村民才旺卓玛大学毕业后回村发
展，如今在“蕃巴仓”（藏族人家）民
俗馆工作。6月份以来，她经常和村里
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排练舞蹈。大伙
儿铆足了劲儿在“夏季村晚”上舞出
了长江源村的幸福生活。

这几年，长江源村党支部抓住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契机，实施了
长江源村天然气管网、给排水管网、
外立面改造等重要的民生项目建设，
村里的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健全，丰富
了村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与此同
时，在村集体经济带动下，村里的生
态旅游产业也得到良好发展，村民发
挥自身所长，餐馆、酒吧、饰品店、
民宿等如雨后春笋，为长江源村发展
带来勃勃生机。

“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化生活也
得跟上。”扎西达娃告诉记者，村党支
部在抓好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结
合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组织开展文艺
表演活动，不仅增进了党员群众间的
交流和感情，还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 （特约记者 陈贇业 马振东）

团结奋进奏响幸福生活新乐章

本报讯（特约记者 王秀云）巍巍昆仑添新韵，七十载
豪情谱华章。七月的高原天高云淡、夏意正浓，格尔木绿
草如茵、风光秀丽。7月15日上午，“礼赞七十年 铸就新
辉煌”格尔木庆祝海西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
格尔木体育中心隆重举行。

开幕式现场，精彩绚丽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映射出
一个生机澎湃、继往开来的高原城市格尔木。演出由前
奏、序曲《石榴籽同心贺华诞——祝福祖国》、第一章《格
尔木，在高原书写奇迹》、第二章《青春与希望的传承》、第
三章《春天的故事》、第四章《走进新时代》、尾声《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组成。随着一个个精彩节目的上演，在场嘉
宾和市民群众鼓掌喝彩，同频共振。

今年是海西州成立 70 周年，也是格尔木建政 70 周
年。70年来，一代代格尔木人在“两路精神”“盐湖精神”

“农垦精神”等精神谱系的感召下，团结奋进、砥砺前行，
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以建设产业

“四地”为引领，坚定不移地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综合实力
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39万元
跃升至 2023 年的 427.45 亿元，翻了近 10 番，年均增长
30.2%，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5年的24584 元增
加到2023 年的 40280元，年均增长6.4%。格尔木这片神
奇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已然从“天上无
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发展成为处
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经济繁荣的全省副中心城市。

如今的格尔木，经济发展一年比一年强，群众生活一
年比一年好，山水风光之秀、城乡风貌之美、民族风情之
彩、人文风韵之厚融为一体，一幅幅欣欣向荣的壮美画卷
在昆仑大地正徐徐展开，全市人民用创新的智慧、勤劳的
双手、无畏的勇气，书写了美丽格尔木的崭新篇章。

格尔木庆祝海西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期间，将举
办“2024·中国盐湖城昆仑文化旅游季”专场文艺晚会、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览、全国自驾联盟格尔木中国盐湖
城采风活动、“六月六”民俗文化交流活动、2024年格尔木

“四季村晚”活动等。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董高洋）近年来，
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严格落实惠民利民政策、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扎实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努力把群众的一幅幅“愿景图”变成群
众生活中的“实景图”，让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

今年以来，热水乡民政工作人员积极落实各类民政
保障政策，织好民生“保障网”、筑牢民生“兜底线”，不断
提升群众生活的获得感。

为切实做好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勤务员、办事员，热
水乡结合“网格员”工作机制，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营造文明和谐邻里关系，热水乡积极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乡”；为扎实开展好人居环境整治，每周组织
志愿者打扫卫生，积极营造美丽宜居的家园环境；把关心
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家中，提升困难群众对生活的信心。

为进一步带动辖区内群众增收致富，热水乡利用热
水古墓立项国家遗址公园的契机，努力让群众端上“旅游
碗”、吃上“旅游饭”，积极招商引资建设博爱山庄，建设

“牧家乐”项目，做好“吃在牧家、玩在牧家、乐在牧家”三
大文章，结合卓兰草原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传统的民俗
文化，通过“牧户+合作社”的方式，形成以点带面、信息共
享的产业链模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让群众的腰包“鼓
起来”。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李庆玲） 近
日，走进海西州乌兰县千亩藜麦良种
繁育基地，不少妇女正在间苗和除草，
基地工作人员刘延安告诉记者，“今年
基地共种植了493公顷藜麦，现在藜麦
正处于拔节现蕾阶段，长势还不错。基

地还有 2.8 公顷试验田试种了 722 个
藜麦新品种，这些品种材料都由中国
科学院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提供。”

藜麦产业是柴达木盆地特色产
业，也是青海省十大农牧业特色
产业之一。海西州立足资源禀赋优
势，加大藜麦产业政策扶持，培育
壮大藜麦产业，积极开展藜麦品种

选育、良种繁育、绿色防控、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相继出台 《海西州培育
农牧业发展新动能十一条措施》 等

“一揽子”政策措施，印发《关于支持
藜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有
力引导和扶持藜麦产业的健康发展。
2023 年，州县两级落实资金 1202.8 万
元支持藜麦种植；2024年，州县两级
落实资金共计2074.68万元用于藜麦种
植扶持补贴，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巩固了藜麦种植规模回升趋势。
同时，不断健全产业标准体系，

印发 《柴达木藜麦丰产栽培技术规
范》 等一系列标准规范，以柴达木藜
麦研发中心为依托，与省内外技术研
发机构团队合作，加大品种选育、良
种繁育、新品研发等方面科研投入，
通过审定登记藜麦品种有“青藜1-12
号”“柴达木红-1”等 19 个适应性
强、产量高、品质优的新品种，为藜
麦高产稳产提供技术支撑。

此外，鼓励和扶持企业开发藜麦
新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逐步实现
优质优价。通过“企业+基地+农户”
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发展“订单农
业”，藜麦亩均纯收益达到 1000 元以
上。目前，全州从事藜麦种植、加
工、销售的企业有30余家。

签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青海公司
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项目；

签约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清洁
能源一体化项目；

签约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电力有限
公司2×660MW超超临界空冷发电项
目……

海西州围绕第 25 届青洽会主题，
共签约投资项目48个，签约金额522.75
亿元。项目总体呈现出投资规模大、科
技含量高、产业结构优、带动能力强的
特点。签约项目中，100亿元以上项目1
个，10亿元以上项目12个，占签约总额
的80.3%。

众多签约项目和数据背后，是海西
基于州域资源禀赋和优势区域条件，抢

抓国家重大机遇，扎实推进产业“四地”
建设，努力构建绿色导向、创新驱动、特
色鲜明的现代产业新体系的生动实践。

为保证本届青洽会签约项目落地
建设，今年海西州各地区、产业链相关
部门紧盯年度招商引资任务，深入开展

“招商引资攻坚年”活动，聚焦强链延链
补链、强化创新驱动、做强特色产业、开
辟新兴领域，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及装
备制造、绿色算力等产业赴浙江、北京、
江苏、成都等地开展靶向招商。

从强链到延链再到补链，海西州招
商引资项目涵盖了盐湖、清洁能源、生
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绿色算力、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
海西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

产业体系培育和现有企业上下游重要
环节，以精准招商、靶向招商促进产业
链上下游融通发展，以招商引资的实际
成效促进产业体系发展壮大的显著成
效。

随着一个个合作项目成功签约，海
西州愈发呈现出动能加快转换、势能攀
高跃升、效能充分释放的良好态势，高
质量发展的韧性更强、底气更足。

招商引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源头
活水”，更是支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
命线”。据介绍，海西州将做好服务，全
力优化营商环境，确保招引的项目能够
落地建设，为全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
支撑。

（特约记者 林晓明 玖太本）

格尔木庆祝海西州
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精准施策推动藜麦产业提质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