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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州，母亲河黄河在境内流经
411公里，两岸目光所及皆是一幅蓝天、碧
水、丹山、净土、绿地的生态画卷。

追溯海南历史文明的脚步，无时无刻
不受到母亲河黄河的滋润哺育。海南的
历史就是一部黄河情怀、黄河保护、黄河
治理、黄河高质量发展的历史。

黄河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新的故事也
一直在发生。

1979 年 12 月 29 日，海拔 3000 多米的
高原峡谷上，一声震响惊天动地——龙羊
峡水电站成功截流。

时隔40多年，经历岁月积淀的龙羊峡
大坝显得愈发凝重，也有着些许落寞。但
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从建设时期的繁华
到建成后的寂静，再到如今因旅游而振
兴，它的身上，镌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远的记忆。

黄河在离开果洛州之后进入海南
州，在经过同德、兴海后，将贵南县木格
滩和共和县塔拉滩分隔成两半，然后被
龙羊峡大坝阻拦，形成黄河上游最大的
人工湖——龙羊湖。作为青海湖的姊妹
湖，龙羊湖优质的水资源、丰富的渔业资
源、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了它的独特优势。

龙羊峡库区水质及生态环境保护是
头等大事。州生态环境局局长赵邦庆介

绍，龙羊峡对上游是承接点，对中游是启
示点。水库自列入国家水质较好湖泊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以来，已经完成 3 大类 8
个子项目。分别在铁盖、龙羊峡镇和共和
县城饮用水源地建设围栏30公里，分别种
植生态涵养林和牧草上千亩，建成库区周
边环境质量及水库富营养化自动监测体
系项目。龙羊湖库区是海南州生态保护
治理的重点地区之一。多年来，海南州坚
持生态保护优先，将改善库区生态环境作
为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加快实现了龙
羊湖库区水清、岸绿、景美。

如今，依托龙羊湖景区生态治理的成
果，备受关注的龙羊峡旅游景区“一路走
红”。该地区地形复杂、起伏变化大，旅游
景区内既有高山，亦有峡谷和盆地，还有
奇特河谷、中低山和沙漠。游客既可以看
到水电站的宏伟建筑，又可以领略到特异
的“高峡平湖”自然风光。

一直以来，海南州进一步加大对龙羊
峡水库周边山洪沟道治理、小流域治理等
工作，通过工程措施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提升水源涵养能力，提高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自我修复水平。

借助龙羊峡景区的不断发展，龙羊峡
镇周边村落依托龙羊峡水库优越的地理
位置及优势旅游资源，利用现有住房、果

园、林地等要素，乡村旅游业已初具规模。
过去，紧靠黄河的共和县塔拉滩荒漠

化以每年 1.8 万亩的速度在增加，草场沙
化面积达101.11万亩，农牧民的大量草场
被沙土掩埋，植被稀疏矮小，产草量明显
减少。

2012 年共和县在塔拉滩修建我国首
个千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经过 12
年的建设，如今的塔拉滩光伏板下变成
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当然，风沙也治理
住了，龙羊峡库区周边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

多年来，共和县防沙治沙实现重大突
破，形成了荒漠化治理与绿色产业融合发
展的新局面。无论是沙珠玉持续推进的
人工扎草方格沙障，还是塔拉滩光伏发电
园区一望无际的蓝色光伏海洋，都被赋予
了生态保护和实现绿色发展的意义。

曾经四季不长草的塔拉滩，而今随着
光伏产业的发展壮大，三年以上草场植被
覆盖度达到80%；借助光伏发电产业，在光
伏电站种植牧草，实现了“一草两用”，创
新“光伏+乡村振兴”模式。

共和县铁盖乡托勒台村村民东主才
让告诉记者，这几年，除了草原奖补收入，
到光伏产业园区务工已经成为他们一家
的主要收入来源。去年他在光伏产业园
区的务工收入超过1.5万元。

“以前塔拉滩一刮风就是扬尘天气，
光伏电站建成，加之我们在园区种草，土
地上植被渐渐恢复了，扬尘天气也少了。”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门工作人员陈超
说。

大河之畔有“大美”。近年来，共和县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以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为抓手，统筹抓好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赢之
路，绿水青山定将永远成为海南州的优势
和骄傲。 （特约记者 高岳）

走进共和，大河之畔有“大美”

眼 下 正 值 蓝 莓
成熟的季节，走进贵
德县河阴镇西家嘴
村蓝莓种植基地，一
颗颗小巧圆润的“蓝
宝石”点缀在青枝绿
叶间，清新的果香随
风扑鼻而来。

“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自我
们村蓝莓产业项目
落地以来，给我们增
收致富提振了信心、
鼓足了干劲，我们期
待着村集体经济发
展越来越好！”河阴
镇西家嘴村党支部
书记张文山指着“智慧大棚”里的蓝莓开心
地说道。

过去，西家嘴村村集体经济底子薄，面
临着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土地利用率不高、
产业经营机制单一、人均收入普遍较低、经
济增长后劲不足等问题，村里年轻人待不
住、留不下。

近年来，河阴镇党委、政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组织各村党员干部、第一书记、乡
村振兴指导员积极参加培训学习，共同寻
找让村民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在镇党
委、政府充分谋划下，西家嘴村立足村情实
际，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引进青海河阴蓝振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成高科技智能大
棚。在河阴镇人民政府、西家嘴村民委员
会、青海河阴蓝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方
协商后，签订河阴镇西家嘴村高科技智能
大棚项目合作协议，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科技赋能的特色产业乡村振兴路。

为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蓝莓的需求，西
家嘴村蓝莓采用高科技手段种植，通过建
立“智慧大棚”，使用5G 物联网技术，采用
传感器实时获取棚内的温度、PH 值等信

息，对大棚环境进行调控，使得大棚内更加
适合蓝莓生长。一棵棵蓝莓树栽种在黑色
的盆内，盆与盆之间由白色的塑料管连接，
通过水肥一体技术输入水及液态肥料。

蓝莓产业基地技术员介绍：“我们这些
盆里边可不是普通的土，而是氮、磷、钾等
各类营养物质精确配比的全基质，蓝莓种
在里面，生长快，虫害少，这种创新的种植
方式，犹如为蓝莓植株构建了一个安全无
忧的成长温室，为植株提供了更为丰富且
易于吸收的养分，显著提高了蓝莓的优质
果率，保证了蓝莓的最佳口感。”

“目前，全村蓝莓种植面积达62亩、共
18000株，能增加村集体收入40万元，已带
动群众就业10余人，月收入增加2000元。
小小蓝莓不仅是‘致富果’，更是当地群众就
业增收的‘幸福果’。”西家嘴村带头致富能
人李德智说，蓝莓产业项目的发展，势必让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群众收入不断提高。

“蓝莓产业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鼓
起来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帮扶，我们也
相信未来我们的蓝莓能够销往全国！”西家嘴
村民陈友杰激动地说道。（通讯员 张晓磊）

小蓝莓托起群众致富梦

夜色渐浓，晚风轻拂。8月6日，海南州供销联
社沙滩露营试运行。随着音乐响起，演员们用他们
激情的表演，为这宁静的夜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与
温暖，每一个跳跃的音符与河水的轻吟细语交织成
一首动人的夏夜之歌，加上各式各样的帐篷错落有
致地分布在沙滩上，宛如点点星辰落入凡间，为这
片原本静谧的沙滩增添了些许生机与活力。

2024年“马路供销”活动分会场——供销沙滩
露营地项目，是由海南州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通过招
商引资、争取专项资金、经营入股等方式，积极筹措
资金65万元，在共和县铁盖乡下合乐寺村龙羊湖西
岸开办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理念，营地均为可拆卸移动设备，无永久设施、无
基建工程，不改变山水林草原貌，充分融入自然景
观，积极探索生态旅游新模式，共青团海南州委为
营地提供了‘保护母亲河’环保公益行动志愿服
务。”州供销社工作人员向记者道。据悉，营地分住
宿区、休闲区、娱乐区、体育区、餐饮区、服务区、产
品展示区，尝试第三产业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
服务业、民宿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模式。

“没想到在海南州也能有在沙滩上露营的体
验，晚上篝火燃起的时候，感觉暖洋洋的，我们围坐
一圈，聊天、笑闹，特别开心，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像是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游客才让措跟记者说。
今后，州供销联社将继续与共和县供销联社、铁盖
乡人民政府、下合乐寺村两委沟通协调，除大力推
介铁盖乡“光伏羊”、土豆、蚕豆等区域特色农畜产
品外，还在用工、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争取等方面开
展广泛合作，积极储备2025年供销事务发展专项资
金支持下的合乐寺村级综合服务社项目，努力打造
基层标杆社，为全州供销系统基层社探索可学习、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特约记者 增太加）

本报讯（通讯员 贵南）“我们等了10多年的红
本本终于拿到手了，感谢党和政府，有了不动产权
证，以后孩子上学、工作就方便多了……”在关塘村
村委会不动产权证发放现场，村民俄日尖措激动地
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不动产权证，关乎
到群众房屋居住、入学、银行贷款等诸多问题，是关
乎百姓民生的要事实事，今年以来，贵南县委县政
府及县纪委监委为保障沙沟乡关塘村、德茫7社库
区移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全
力以赴攻坚，推动不动产权证颁证历史遗留问题清
零。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不动产权颁证历史遗留
问题，由县委副书记牵头，组织成立县政府负总
责，沙沟乡、贵南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贵南
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等组成的专班工作小组，多
次召开工作推进会，实行专班化推进，构建领导靠
前站、亲自抓、负主责的工作局面。坚持分类施
策、精准解决，结合遗留问题的历史原因、症结堵
点等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方案，采取先易后难、
科学处置、逐个攻破的工作方法，扎实推动化解

“办证难”问题。
围绕提高群众办证知晓率，营造办证工作氛

围，沙沟乡党委、司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组成宣传工
作队，与村干部配合，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张贴告知
书、面对面解答疑惑等方式，宣传解读政策，讲解办
理证件所需材料和具体步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
一人，加快推进不动产权证登记办理速度。

由于办理不动产权证所属的沙沟乡关塘村和
德茫7社于2006年至2007年相继搬迁至贵德县北
山湾附近，因历史原因，两村移民群众至今未办理
不动产权证，成为群众的一块“心病”，为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专门前往贵德
县人民政府沟通协调，并由相关单位加快建设用地
技术审查、“一户一宅”审核、基础资料填报等工作，
全力打通群众“办证难”堵点。

积极对接贵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贵德县自然
资源局等相关部门了解掌握工作流程，协助梳理办
证材料，已初步完成村庄规划调整、勘测错误数据
更改、宅基地复议等事宜。关塘村宅基地不动产权
颁证仪式在村委会举行，拿到宅基地不动产权证的
92户群众心情激动，以热烈掌声对县委县政府主动
作为、全力化解群众办证难题表示肯定。

本报讯（通讯员 共和讯）近日，共
和县活畜交易中心举行企业入驻规
范运营启动仪式，标志着该县农牧产
业迈向了更高质量的组织化、规模化
和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近年来，共和县主动融入新发展
格局，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产业

“四地”建设，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
点县和省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重点示范县建设，投资 3800 余万
元建成运营县活畜交易中心，占地

打卡黄河边的沙滩露营地打卡黄河边的沙滩露营地

做好不动产权颁证工作
让群众吃上“定心丸”

企业纷纷入驻

共和县活畜交易中心
正式规范运营

面积175.5亩，包括活畜交易区、办公
服务区、牛羊交易大厅、交易畜棚等
服务功能区，为牧户与市场对接搭
建了平台。

据了解，该中心自2023年试运营
以来，通过探索“生态养殖+信息服
务+品牌推介+冷链物流+市场营销”
为一体的产业运营链，大力解决畜牧
产业链条短、市场供给渠道窄、产品
销售价值低、畜产品供需结构性和季
节性矛盾突出等难题，有效弥补了全
县畜牧业“有畜无市、有市无场”的短
板，实现由牧户零售向基地统一品牌
销售的转变。该县活畜交易中心企
业入驻规范运营，将进一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为推动农牧产业提质
增效提供有力支撑，为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起到重要推动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