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25日 星期四

10A
版面 / 文灿 校对 / 柯心

本版文字编辑 张艳艳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近日，天津
科技援青项目——“黄南牦牛和藏羊提
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试验示范基
地”启动仪式在黄南州举行。

近年来，围绕天津对口支援黄南州
工作安排，天津市科技局等有关部门在
黄南州农牧科技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
帮助，促进了黄南农牧产业的提质增效，
助力乡村振兴。

启动仪式上，“黄南牦牛和藏羊提质
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试验示范”项
目带头人——天津市农科院研究员、国
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委员、国家奶牛
遗传改良委员会委员、天津牛羊产业技
术首席专家马毅博士，介绍了本项目的
研究背景和未来工作计划安排。未来将
结合团队自身畜牧科技优势，拟以黄南
州同仁市为示范点，开展牦牛藏羊高效
繁育技术示范，辐射黄南全域，并进行技
术推广应用，为黄南畜牧业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启动仪式上，天津市科技局和州科
技局主要负责同志向马毅博士颁发了

《黄南州牦牛产业体系高级人才顾问聘
书》。并和州科技局主要负责同志共同
向 同 仁 市 农 牧 科 技 局 颁 发《基 地 授
牌》。

天津市科技局主要负责人表示，“万
事开头难，只要肯登攀”，本次启动仪式
只是开头，下一步要按照已绘就的蓝图，
强化各项后期工作推进，保证项目落地

落实，达到预期目标。天津市科技局作
为对口支援青海科技帮扶的主要部门，
按照“黄南所需，天津所能”原则，将尽全
力做好科技援青工作，为黄南农牧科技
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南州科技局主要负责人表示，黄
南牦牛和藏羊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试验示范项目的实施，恰如一场
及时雨，为黄南州牛羊高效养殖发展再
次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黄南州

在牦牛和藏羊产业发展上的一次重要
探索和实践。通过引进天津先进的技
术和理念，培育出更适应本地环境、生
长速度更快、产肉产奶量更高的优良牦
牛品种。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牦牛和藏
羊养殖经济效益，增加牧民收入，也将
为黄南州的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希望技术团队充分结合黄南州的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确保项
目取得良好的成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公保安加）近
日，黄南州同仁市曲库乎乡木合沙村
钢筋工技能培训班如期开班，这是今
年以来同仁市开办的第17期技能提
升培训班。

今年以来，同仁市就业部门紧盯
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目标任务，
全面调查培训对象培训意愿和工种
需求，制定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在全
市范围举办机动车驾驶员、手工艺品

制作、中式烹调、建筑泥瓦工等实用
性技能培训近千人次，为农村劳动力
实现转移就业、增加收入夯实了基
础。

开展就业服务系列专项行动，举
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乡镇务
工岗位推介招聘活动”“就业宣讲进
社区”“民营企业服务周”等线上线下
就业服务活动，为劳动力提供就业创
业指导、咨询等服务，促进农牧民劳

动力高质量就业。
聚焦就业帮扶政策落实，同仁市

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送补
贴”等就业援助行动，使各项就业优
惠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和延伸，为失
业人员及就业困难群体创造再就业
条件。截至目前，同仁市累计安置公
益性岗位人员853人，发放岗位补贴
563.58万元，享受公益性岗位社保补
贴803人，补贴181.91万元。

一大早，斗格加和队友沿着洮河
逆流而行，捡拾垃圾。

“记忆中，小时候的洮河水流
很大、很急，牲畜都过不去；后来水
流一年比一年小，随之而来的便是
草原沙化与河道干涸。如今，急湍
的水流、一望无际的河曲草原都回
来了，就连野生动物都‘定居’于
此。”斗格加笑着说，“不枉政府和
牧民们多年来的精心守护。”

斗格加是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

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尕克村村
民。生长于洮河源头，斗格加对河曲
草原有着深厚的感情。探访河曲草
原，几乎每一次都能看见牧人们手提
纤维袋，沿河流、公路“搜寻”垃圾的
身影。

曲折东流入甘肃境内的洮河，又
名“碌曲”，是黄河上游第二大支流，
为河南县境内唯一的不冻河。2013
年，以洮河命名的青海洮河源国家湿
地公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为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单位；2018年，通
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入列“国
家湿地公园”，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
地公园。

青海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位于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
自治县，湿地公园规划面积38393公
顷，湿地总面积为13820公顷。高等
植物324种，药用植物133种；国家Ⅰ
级保护野生动物 11 种，国家Ⅱ级保
护野生动物 19 种，省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25种……洮河源国家湿地公
园是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天然的乐
园”。

如今，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里，
像斗格加一样的生态管护员就有20
多名，他们每天都在各自负责的区域
捡拾垃圾，观察山水林草及野生动
物。

“牧民们骨子里带的守护家园，
保护环境的思想与行动，为河南县
推进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强后
盾。”河南县委宣传部干部桑吉杰介
绍，在河曲草原除了配备公益性岗
位的生态管护员之外，由各乡镇党
委领导的生态保护协会里，自愿入
列的环保志愿者成员已超过800人，
他们不计报酬，守护着美丽家园。

（通讯员 河南宣）

天津科技援青项目又结硕果
泽库县：以点带面破除陈规陋习

助推移风易俗落地生根

同仁市同仁市：：打出打出““组合拳组合拳””全力促就业全力促就业

生态管护员斗格加生态管护员斗格加：：守护好美丽家园守护好美丽家园

本报讯（通讯员 泽库宣）日前，泽库县小手
拉大手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会议就《泽库县小
手拉大手专项行动方案》，部分乡镇和单位相关
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泽库县以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提质增效为突破口，巧妙把移风易
俗融入文明实践各项工作中，使大干难啃的“硬
骨头”变成润物无声的“轻巧活”，助推移风易俗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组织领导——确保移风易俗确保移风易俗““有主管有主管””

泽库县始终坚持“一把手”工程、“一盘棋”布
局、“一体化”联动、“一系列”探索，不断将接地
气、具活力、有温度的移风易俗矩阵通过文明实
践渗透到全县千家万户。建立县委书记负总责
的高规格工作领导机制，县委常委会定期研究部
署新时代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工作。去年11月，
泽库县召开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专项行动
启动大会；今年7月5日，黄南州农牧区移风易俗
专项治理推进会暨现场观摩活动在泽库县召开；
7月11日，泽库县小手拉大手专项行动部署会，大
力度吹响移风易俗集结号。 黄南州农村牧区移
风易俗专项治理推进会

推进婚俗改革推进婚俗改革——推动移风易俗推动移风易俗““有变化有变化””

泽库县持续开展婚丧礼俗整治行动，充分发
挥村（居）民自治组织、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把婚
事新办简办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成为婚俗改革的参与者、践行者、宣传
者。不断加强和规范婚姻登记场所文化建设，设
置婚俗文化墙、张贴发放婚俗新风倡议书，着力
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倡导集体婚礼、旅游
结婚等内涵丰富、特色突出、文明节俭的婚庆办
理形式，引导和带动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嫁观，弘
扬婚俗新风。去年6月，泽库县举办首届“弘扬新
风缘定今生”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为传递
文明理念，引领社会风尚，助推乡村振兴增光添
彩、注入浪漫。泽库县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
婚礼

开展专项治理开展专项治理——明确移风易俗明确移风易俗““有重点有重点””

去年11月，泽库县印发《泽库县进一步深化
移风易俗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行动、厚养薄葬爱老敬老行动、
倡导健康改变生活行动、移风易俗示范村创建行
动等八大行动为抓手，大力弘扬勤劳节俭、孝老
爱亲的优良传统，把新风正气树起来，促进精神
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泽库县落地
落细落小。今年7月，印发了《关于开展小手拉大
手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
抓提升、三年见成效”的工作思路，进一步推动全
县有效遏制陈规陋习、提升乡风文明。首届“最
美泽库人”颁奖典礼

选树典型示范选树典型示范——确保移风易俗确保移风易俗““有榜样有榜样””

近年来，泽库县始终高度重视榜样的引领带
动作用，精心培育，层层发动，注重深入挖掘、精
心培育，树立了一大批“泽库好人”“道德模范”等
榜样，成功推选多杰老人为“中国好人”，推送扎
西措成功入选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候选
人，评选出“最美泽库人”12名，用榜样的力量激
发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为乡风文明注入强大精
神动力。同时，积极开展“文明家庭”“五星级文
明户”等模范家庭选树宣传活动，开展“好儿媳”

“好公婆”等典型评选活动，通过表彰奖励、宣传
报道等方式，让这些典型事迹在广大牧民群众中
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引导大家积极践行文明新
风。以星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评选为契机，重
点打造9个县级移风易俗示范村，健全村民理事
会、红白理事会，把滥办酒席、红白喜事大操大
办、高价彩礼、厚葬薄养、赌博歪风、封建迷信等
陋习列入重要公约内容，让移风易俗工作“有章
可循”。截至目前，64个行政村全部完善了村规
民约，通过示范引领，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倡
导健康生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