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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涌，九曲连环。
黄河从果洛藏族自治州拉加镇流入

海南藏族自治州，首先进入同德县。
同德县境内黄河流程206公里，共有

干、支流48条，入境水4条，出境水3条，
全长 1618.8 公里，流域总面积为 4652 平
方公里。作为典型的高原生态县，同德
县资源富集与生态脆弱并存，在发展过
程中，既深得黄河哺育泽润之利，又饱受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之苦。同德县不仅担
负着国家区域性生态屏障的重任，还承
担着保护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职
责。

“如果我们从源头治理不好‘母亲
河’，海南州下游的四个县任务将会更加
艰巨。”同德县农牧和水利局局长王清邦
说。

同德县作为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
区，地理位置重要，生态功能突出，源头
责任重大。“十三五”以来，同德县对部分
支流及中小河流进行了局部治理，但受
制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及自然地理偏远
等因素影响，未进行过系统的防洪治理，
已有防洪设施都只是在易冲刷段、易受
害段布设，对黄河干流、主要支流及中小

河流、山洪沟等未达标的防洪重点河段
和高风险河段未开展达标建设。

为加大黄河干支流保护力度，同德
县已结合省、州“十四五”规划编制完成
了《同德县“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从农牧区水利、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城乡供水保障、水利信息化、水利
行业能力建设、水文化等7项项目入手，
计划投资26.80亿元，实施2项黄河干流、
7项中小河流、24项农村河道，4项山洪沟
和12项其他生态防洪治理工程。

如今的同德县水源涵养功能提升、
湿地面积扩大、江河径流量增加、植被覆
盖度提高、野生动物种群丰富、农牧民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同德县如何“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近年来，同德县抢抓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与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机
遇，加快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做好
黄河、湿地、山水、草原、林地“五篇文
章”，建立退化草地植被恢复示范基地，
构建高寒草甸生态退化综合治理新模
式。

生态环境一头连着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另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只
有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路径，才能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普
惠、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

巴曲河是黄河上游一级支流，流经
同德县境内 78.6 公里，长期以来是同德
县城居民饮用水水源地。巴曲河在巴沟
乡班多村汇入黄河，站在班多村边，俯瞰
两河交汇，咆哮翻滚，气吞山河，不得不
感叹黄河的雄壮。

黄河班多村段长达3公里，黄河在这
里拐了个大弯，因此班多村也被誉为“九
曲黄河第二湾”。班多村依托黄河嘉什
达林和黄河第二湾等自然资源优势，发
展以黄河大峡谷宗日文化旅游、高原花
海及特色民宿为主的乡村特色旅游产
业，建成了嘉什达黄河宗日度假村。

如今的班多村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
业，村里不仅美起来，更富起来了。蝶变
的班多村正是“两山”理念的受益者和实
践者。

52 岁的东措既是班多村村民，也是
村里的生态管护员。黄河班多村段，东
措几乎每天都要走一遍，有时候遇上旅
游高峰期，一天要来来回回走好几遍，捡
拾游客遗留下的饮料瓶、塑料袋、烟头。

在班多村，像东措一样的生态管护
员共有 10 名，每人每月有 1800 元的工
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黄河岸边，他们
守护了黄河，黄河滋养了他们。今天，他
们因保护黄河而有了一份意外的“收
获”，保护家园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10月28日
这天，在生态环境部举办的中国生态文
明论坛上，同德县被授予第七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项

“国字号”殊荣让同德更加笃定走好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特约记者 肖玉珍）

在兴海县城子科滩镇的商业步行街
里，牧民龙藏尖措经营的银饰店虽然铺
面不大，生意却格外红火。

20 多年前，龙藏尖措带着祖传的手
艺从唐乃亥乡沙那村来到了县城，他拿
着卖了家中12头牛犊筹到的2500元钱，
走上了创业之路。去年，尖措藏文化银
饰艺术有限公司一年的销售额已经达到
了200万元。

通过品牌建设与推广，兴海县的特
色农牧产品逐渐走向市场，成为消费者
争相购买的热门商品。

这几年，兴海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推进高原绿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重
点，加快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在产业布局上，以粮食主产区、特色
农畜产品优势区为主，引导特色种养业
规模化发展，着力打造兴海县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基地、优质饲草生产基地。在
发展格局上，做大做强“牦牛、藏羊、青
稞、油菜”四大产业联盟，重点打造县城、
河卡现代产业园，构建以河卡产业强镇
为“点”、河卡有机园区为“面”、特色种养
业规模化发展串“线”的乡村产业发展新
格局。

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加工，推进产加
销一体化发展，延伸有机农畜产品产业
链。以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四大产业
为主，支持龙头企业改造升级、精深加
工，加快技术创新，开发绿色生态新功能
新价值，促进农畜产品加工业提档升级。

发展订单农牧业，支持青稞和牦牛
肉、藏羊肉交易中心加快发展，推进青
稞、牛羊肉等特色产品交易平台建设。
以青洽会、展销会作为平台，推进农畜产
品产销对接，扩展营销“窗口”，创新营销

方式，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扶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保

鲜、储藏等初加工，引导农畜产品向县
城、集镇、物流点聚集；支持龙头企业参
与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牧业产业强镇等项目建设，依托现代
农牧业产业园、扶贫产业园，建设一批产
销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畜产
品加工园区，构建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联系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促进资源共享、
链条共建、品牌共创。

通过品牌建设和营销创新，兴海县
的农牧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
后，兴海县将继续以品牌建设为核心，推
动农牧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
向发展，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

（特约记者 俄智措）

本报讯（通讯员 贵南融）近年来，贵
南县塔秀乡以打造“绿色+特色”的“双色
产品”新赛道为发展途径，积极引导牧民
转变种养殖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有机家
庭牧场推动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实现双
赢局面。其中达茫村的贵南黑牦牛养殖
有限公司依托塔秀乡天然有机草场成立
目师德家庭牧场，与周边牧民达成收购
协议集售牦牛鲜奶，已成为村民增收致
富的新途径。

塔秀乡达茫村村民索南措说：“以前
村民们的牛奶只能自己喝或者拿到县上
的饭店、商铺进行买卖，有时候还卖不出
去，现在家门口就有固定的收购点，只要
牛奶品质好都能收购，我们也有了固定
的经济收入。”

目前，贵南黑牦牛养殖有限公司

已经与周边的 8 个村 150 户牦牛养殖
户签订牛奶收购协议，并将收购的牛
奶送往定点供奶企业青海雪峰牦牛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每月能够销售牛
奶 60 余吨，为周边牦牛养殖户提供了
稳定的牛奶收购源。此外，收购的牦
牛奶还用来制作其他奶制品，尤其是
独特的传统手工奶酪，采用传统手工
制作工艺，经过自然发酵和长时间的
成熟，保留了原始的风味和营养。软
质奶酪口感细腻，质地柔软；具有浓郁
的奶香味，富含蛋白质、钙、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因不添加
防腐剂、食品添加剂等，更加天然健
康。

贵南黑牦牛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目
师德说：“现在我们公司黑牦牛存栏数达

500余头，其中能繁母牦牛300余头，加上
150户牧民的奶源，夏秋季每天可收购鲜
牛奶2吨左右，冬春季每天可收购鲜牛奶
500公斤左右，全力打造绿色优质奶源供
应地。”

为了确保牛奶质量，公司在收购过
程中从不缺斤短两，并严把质量关、信誉
为本，努力打造本土诚信奶源基地品
牌。同时也帮助了7名农牧民解决了就
业问题，与周边牧民形成了互帮互助的
良好局面。

一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
富。贵南黑牦牛养殖有限公司已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它不仅让牧民的钱
包鼓了起来，生活好了起来，更有力地推
动着本土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
振。

本报讯（通讯员 州政办）今年以来，海南州牢固树
立“招商牵引、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深化落实“强招
商、抓项目、育主体、拼经济”的工作要求，抓实抓细招
商引资工作，在第25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
洽谈会上，成功签约25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89.12亿
元。7月16日，海南州举行2024年青洽会签约的投资
18亿元的深海之光（青海）先进计算中心项目和投资
46.5亿元的海南州科恒绿色智算中心项目开工仪式，
跑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实施加速度。

海南州科恒绿色智算中心项目作为海南州首个招
商引资算力项目，对全州推动落实省委省政府“1+2+
N”绿色算力基地发展布局具有重要示范效应，将为海
南州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活
力；与此同时，海南州深海之光（青海）先进计算中心项
目将着力打造行业标杆化绿色算力基地。两个项目的
落地将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中高时延业务需求，形成
基于清洁能源的通算、智算、超算协同发展的多元绿色
算力供给体系，推动海南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
色化发展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海南州将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和“双碳”目标机
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强化“店小二”服
务理念，建立州级领导包联推进重点招商项目和州县专
班协同推进机制，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主
动为企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堵点、难点问题专项化解，
积极对接协调，强化要素保障，为项目建设提供全过程优
质服务，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在海南州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跑出海南速度、展现海南作为。

本报讯（特约记者 索南扎西）近日，海南州首届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在恰卜恰成功举办并圆满落幕。来自全州
各个行业领域的126名选手职工现场同台竞技，大展身
手，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此
次技能大赛顺利选拔出21名获奖选手和11家优秀单位。

本次技能大赛由州人社局、州总工会、州对口支援
办共同举办，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培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队伍，促进
优秀技术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大赛共设置中式烹饪、前厅服务、餐厅服务、客房
服务4类比赛项目理论知识测试命题，通过线上发布
大赛海报、线下开展入企宣传等方式，广泛宣传大赛意
义，详细讲解比赛规则、激励措施等，广泛动员184人
报名参赛，126人现场竞技，在全州上下迅速掀起亮技
术、比技能的热潮。

比赛中，由大赛专家、评委围绕评分标准，结合自身
经验，针对各项比赛科目技术文件，进行针对性强化训
练，不断提高选手技能水平，在培训中本着“先教会、后
弄懂、再提升”的教学理念，实行理论课程和实践操作相
结合，以实训为主的模块教学方式，帮助参赛选手全力
备战本次技能大赛。同时，将选手获奖名次与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挂钩，协调省人社厅为各项目前三名选手按相
关规定颁发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三级或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支持技能人才技能与待遇“双提升”。

保护黄河，海南州从这儿“起头”
海南州跑出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加速度

海南州首届职工职业
技能大赛圆满落幕

兴海县：打造知名区域品牌引领农牧业经济发展

“小”牧场让牧民增收有“大”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