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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生态立
州是海北州始终倡导的主题，也是
全州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生动体现。2023年海北州共
完成国土绿化 35.9 万亩（2.4 万公
顷），创建了 2 个省级森林城镇和 3
个省级森林乡村，完成防沙治沙
5.38 万亩（3587 公顷）；完成草原生
态修复治理面积 205 万亩 （13.7 万
公顷），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控335
万亩 （22 万公顷），草原综合植被
盖度69.25%。长期以来，海北州林
草系统积极落实林草长制，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立足
林草长制，开展鼠害绿色防治、草
原毛虫调查、禁牧联动巡查等工
作，推动“林草长治”。

架设“招鹰架”，推进鼠害绿
色防控。为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生物多样性，门源县浩门林场
在辖区内开展了“招老鹰架”设置
工作，选定硫磺沟管护站和老虎沟
管护站辖区的岗什卡、花海鸳鸯、
苏吉湾、芬芳浴、药草梁等林区生
态资源重要保护区及野生动物重点
监测区，共设置招鹰架61根，为大
型猛禽提供适宜栖息的自然条件，
有效控制辖区内鼠害等问题，减少
药物防治，强化绿色防治，促进生
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适时开展草原毛虫调查，掌握
虫害情况。为掌握草原毛虫发生
情况，更好地部署和开展毛虫防
治指导工作，刚察县草原站技术
人员对全县各乡镇草原毛虫发生
实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技术
人员实地走访调查各乡镇政府、
村委会负责人，了解虫口密度、

发生范围、发生面积及危害程度
等，经调查，哈尔盖镇、伊克乌
兰乡、沙柳河镇、吉尔孟乡冬春
草场草原毛虫虫口密度高。 此次
调查结果，为后期对有效防控草
原虫害的危害提供了有力、有序、
有效的重要数据依据。

部门联动巡查，巩固禁牧工作
成果。为巩固禁牧和生态建设成
果，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
组织县农牧部门、县综合执法局成
立禁牧巡查工作组，对全县禁牧区
内偷牧现象进行专项整治，针对禁
牧区存在偷牧牲畜行为，巡查组工
作人员联合乡镇人民政府及生态管
护员对违规放牧人员进行现场劝
阻，引导农牧户认识禁牧工作的重
要性及严肃性，进一步增强农牧民
群众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意识。

“林草长治”让绿色绵延海北大地

本报讯 （通讯员 祁宣） 盛夏
草原草木兴盛如画，七月祁连万
物盎然如诗。赛马会、美食节、
草原风情节……在草原最美的季
节相约在祁连，感受诗和远方的
美好意境。近年来，祁连县坚持
以绿色发展为本底，以体促旅、
以旅带体，大力传承弘扬优秀民
族体育文化，培育打造传统体育
运动赛事活动，实现“体育+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传统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
“燃”起来。以“全民健身 健康祁
连”为主题，紧紧围绕春节、五
一、国庆等节假日，大力组织广场
健身舞、民族式摔跤、弹弓竞技、
射箭、赛马、自行车、武术健身、
太极拳、锅庄舞、健身鞭等14个体
育协会，广泛开展“祁连山杯”蒙
古博克、藏式北嘎摔跤大赛、弹弓
竞技邀请赛、篮球赛、足球赛、民
族射箭邀请赛、赛马邀请赛等一系
列不同主题内容的传统体育运动赛
事活动。截至目前，共开展150余
场赛事活动，带动3万余人参与体

育活动。
加强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

“大”起来。先后成功举办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祁连赛
段、全国露营大会、祁连飞行节、

北极狐祁连山景区景点穿越徒步、
祁连山国家公园冰沟徒步、祁连山
青海骢马超级联赛等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品牌体育赛事活动，促进体育
与旅游深度融合，助力打造文旅经
济新业态，提升“祁连归来不看
山”品牌影响力。

强化宣传营销，让文旅品牌
“亮”起来。依托天境印象街、文
化广场等场地，积极开展夜间广
场舞、锅庄舞、街舞展演等系列
夜间体育健身活动，吸引游客和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参 与 ， 激 活 夜 间

“体育+餐饮”“体育+购物”“体
育+娱乐”等消费潜力，引领夜间
体育消费新风尚。同时，有效发
挥线上线下宣传渠道作用，对全
县重大文体旅游活动及传统体育
赛事活动进行实时宣传报道，形
成社会各界支持、群众广泛参与
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海晏宣）蓝天白云、湛蓝的青海湖、巍峨的同宝
山、满目金色的金沙湾、沙漠绿洲克土防沙林……环青海湖北岸，独
有的高原特色风景构成了一幅大气磅礴且秀丽柔美的画卷，成为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今年以来，海北州海晏县积极响应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
海湖示范区的部署，把生态旅游建设作为旅游发展的载体和基础，
成立州县两级主要负责人为双组长的原子城5A级景区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举全县之力保护生态、发展旅游。该县将文迦牧场、达玉民
俗村、西海星墅自驾车营地、金沙湾、同宝山等产品资源串珠成线，
积极培育红色研学、生态研学、沉浸式夜游、骑行漫游、摄影旅拍等
新业态，激活全域文旅资源，构建环湖北岸精品产品体系，成功纳入
全省旅游精品线路。

围绕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海晏县串联原子城纪念馆、纪念碑、一
分厂、上星站、二分厂、爆轰试验场、四厂区、地下指挥中心形成红色
爱国主义旅游线路。围绕红色研学，整合原子城纪念馆、“221”旧址、

“时代楷模”纪念馆、西海长歌·海晏县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十二
营遗址等资源打造现场教学点18处，构建了“一区两地三馆多点”的
红色研学体系。

围绕乡村旅游，海晏县甘子河乡达玉村温泉景区和尕海村措温
波旅游驿站已投入运营，西海星墅新增木屋民宿25间，三顶帐篷自
驾车营地运营。结合2024年中国原子城研学旅行团建拓展宣传推
介活动、“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等活动，海晏县加大农畜产
品的宣传营销，夏华清真肉食品、库库诺尔预制菜品、海北清湖源手
撕牦牛肉干，野生沙棘汁、绿壳鸡蛋等产品知晓率不断提升，新研发
文创产品文迦藏香、达玉部落藏小洛藏茶、原子城红色系列产品，同
时制定河清海晏·承天应物海晏县文创产品开发方案，截至今年上
半年，农畜产品、文创产品、旅游纪念品等销售额达到508.9万元，全
县25家乡村旅游接待点收入163.98万元。

上半年，海晏县接待游客50.25万人，收入15662.43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44.27%和40.92%。海晏县紧抓节庆溢出效应，通过节庆活动的
持续成功举办，打出宣传推介会、特色节庆活动等扩内需、促消费的组
合拳，激发多层次消费，推动“节庆文化”转换为“节庆经济”，实现消费
升级，拉动三产增长，旅游业已经成为海晏名副其实的优势产业。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刚察是青海高原的一座海滨藏城，素有
“鱼鸟天堂”的美称。近年来，刚察县以“提升城市品位、培育特色名
镇、同步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为主线，坚持规划引领，注重城乡
统筹，强化设施配套，优化发展环境，在城市建设品位、村镇人居环
境、特色村寨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显著成效。

环境卫生整治靓颜值。该县积极探索建立县级领导包乡镇、科
级干部包村社、党员干部包农户、生态管护员包片区的“四包机制”，
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清三改”、城乡垃圾分类处置等行
动，让乡镇面貌明显改善，全面提升农牧区“颜值”。建成了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厂、生活垃圾再生分拣中心、餐余垃圾处理设施及垃
圾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施，实现了垃圾处理闭环化，县域垃圾分类
率、资源化处理率均达70%，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9%。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刚察县始终把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改善环湖乡镇环境整治重要抓手，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
程任务800户、抗震改造和危房改造工程43户、哈尔盖第二水源地及
管网工程、四条乡镇道路巩固提升等项目，制定《刚察县农牧民住房
管理实施细则》，建立饮水安全动态监测和清零台账，创新实施“一
乡一路”养护工程，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让群众受益。截至目
前，全县建成26个高原美丽乡村，31个行政村安全饮水水质达标率、
基本住房安全保障率和行政村公路通畅率均达100%。

打造示范村寨强引领。积极打造果洛藏贡麻村乡村建设示范
村，建设帐篷营地、小木屋、特色农畜产品实训基地、现代科技种植
养殖基地、智慧停车场为一体的乡村生态文旅产业项目，形成红色
研学、特色旅游、啤酒深酿制加工、无土栽培采摘、畜副产品加工等
多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有效将美丽乡村的“颜值”转化为绿色
经济的“价值”。先后荣获“全国社会治理示范村”“全国美丽休闲乡
村先进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称号。2023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72.81万元，同比增长78%，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百万元。

加大城市更新改造提品质。该县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线，实施
以棚户区（旧城）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行动，历时3年完成8个
片区 357 户房屋征收工作，完成 6 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
100处港湾式公交站点及8座人行天桥，实施县城和哈尔盖镇城镇风
貌整治项目，着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不断增强
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刚察亮出
城靓村美百姓富新名片

海晏“大手笔”
描绘文旅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