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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纪却对植物情有独钟

“你看，这种植物叫水母雪兔子，它全身
长着一层棉毛，就是为适应高原低温和强紫
外线环境，棉毛可以帮助他们保暖，减少水
分蒸发，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视频中，一位戴着草帽，面容清秀的男主播
在山野间指着一棵植物向网友认真地介绍
着。有网友向他请教：这东西能煮水喝吗？
在哪里能采摘到？我也想去采一些……他
一边介绍植物，一边滔滔不绝地回答着各位
网友的问题。

这位网名“青海本草”的主播叫罗长财，西
宁市湟中区人，今年31岁，从小便帮助父亲打
理药材生意，因此与高原植物结下了不解之
缘。罗长财告诉记者，跟随父亲上山采药草是
他童年最快乐的一件事。在父亲的耳濡目染
下他认识了很多本地植物和药材，小小年纪的
他因此也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能够辨识上
百种野生植物。

成年后的罗长财找到了一份机械安装工
作，虽然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但并未放弃对
高原野生植物探究这一爱好，一有闲暇，他便
捧起案头的植物书籍认真地读起来，工友们都
戏称他为“小书生”。每逢双休日，他还经常前
往山野间寻找书本上的草药。几年下来，他已
经记录了上千种植物，手机也储存了上千张植
物照片。

凭借辨识药材成为网络达人

罗长财平时不善言谈，但只要和身边人谈
论起青海植物，便会侃侃而谈。就因为对青海
野生植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他的业余时间
全在“研究植物”这件事上。“干过机械安装工，
后来接触电商，随着对电商和网络直播的了
解，我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借短视频直播的
方式展示青海本地的植物。”罗长财告诉记
者。青海野生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是一个宝藏
之地，为什么不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了解青海，爱上青海呢？

说干就干！罗长财开始尝试在抖音上做
短视频。第一期视频中，他向观众展示第一棵
青海本地植物时，甚至都不敢直视镜头，言谈
举止略显生涩。令自己没有想到的是，视频一
发布，点赞量达到500多，很多网友在视频下
方留言，让他多拍这样的作品，让大家认识更
多野生植物。

网友的鼓励让罗长财信心加倍，没想到
自己会赢来一大波热情的粉丝和流量。紧接
着，他利用空闲时间上山拍摄了第二期、第三
期……每一次的介绍，都让网友眼前一亮。

“我们在庭院里常见的几株蒲公英，没想
到药用价值这么大。”

“小时候小学操场上到处长满的‘猪耳
朵’，竟然能清热利尿，清肝明目。”

“奶奶熬茶时总会放一种神秘植物，原来
这个‘荆芥’是种常用的中药材啊。”

网友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在罗长财视频下
留言，大家渐渐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海本
草”有点“欲罢不能”了。

“记得以前上学时老师说过，青海环境很
艰苦，植物不容易生长，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植
物就必须要更强大、更有耐力，所以能存活在
海拔3000米以上的植物都具备强大的韧性和
耐力，它们适应了高原的恶劣环境，展现出顽
强的生命力，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独特而脆弱
的生态画卷。”罗长财说。

据罗长财介绍，《青海省植物名录（2022
版）》记录了2867 种植物，其中玉树地区有药
用的植物就有 800 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10科15属25种，冬虫夏草，羌活，贝母，
藏茵陈，大黄、秦艽、西南手参，这些都是极其
珍贵的道地药材，大花红景天、水母雪兔子、
红花绿绒蒿、华福花都是高原特有的稀缺物
种，玉树州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大自然赋予人
类的生态瑰宝，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是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我拍视频一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在寻找
植物过程中做真实的记录；二是想为更多植物
爱好者普及青海本土野生植物知识，提升本地
人的文化自信；三是想对青海特色药材进行原
产地仿野生的人工种植培育和开发，让青海野
生植物有更高的药用价值，帮助更多的人。”罗
长财这样说道。

他应该成为青海网红的标杆

一顶草帽、一个双肩包、一双运动鞋、一本
厚厚的本草典籍，罗长财就以这样的“标配”出
现在视频里，已被众多网友所熟悉，粉丝量从
几千人一下子涨到了5万人。他给网友许下
承诺：当粉丝达到8万人的时候，就辞职专职
做短视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青海的每一方土
地，向大家宣传青海美景的同时，更好地展示
青海珍贵的野生植物资源。

没想到，短短数月，粉丝量暴增到8万人，
他决定兑现对网友的承诺——辞职专门去研
究植物。

视频中，他采下一棵植物，在舌尖稍作尝
试后说，“味甘苦，稍涩，这种毛茛科植物在山
野很常见，但屏幕前的你千万不要学我，有些
植物表面很艳丽，实际有剧毒，大家不能随意
品尝。”

“他是一名很实在、很接地气的草根网红，
我们很喜欢他。”

“在网络上除了卖货就是推销产品，推荐青
海植物的还是第一个，称得上网络一股清流。”

“推荐青海本草，宣传家乡特色，这才是网络
达人要做的事情，他应该成为青海网红的标杆。”

……
一段段视频被大量转载，全国各地的网民

开始对青海植物有了新的认识，大家纷纷为他
点赞。

“以网络直播的方式介绍本地植物，对青
海植物的科普起到了积极作用，可称得上‘青
海植物推荐官’，而他对待植物的那股认真劲
也感染了我们。”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
交流部齐新章告诉记者，今年9月，西宁植物
园与罗长财签订了合作协议，聘任他为西宁植
物园科普宣教副总监。

如今，这位“青海植物推荐官”不再局限于
在网络上分享短视频，罗长财将目光锁定在广
袤的三江源头，玉树州作为三江源头，植被茂
盛，水源丰沛，动植物种类繁多，在生物多样性
研究方面有着重大价值。在投资者的支持下，
第一个野生植物研究所在这里建成了，这是他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每天和植物打交道，虽然累但内心很充
实，罗长财的梦想就是在原产地进行仿野生人
工种植培育和开发，让更多人了解三江源，了
解这里的丰富的资源，为宣传家乡出一份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植物研究这条路
上，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做得更好。

（记者 芳旭 赵娜）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 通讯员 唐万
青）大通县立足生态优势，因地制宜，以培
强标准化基地、强化品牌建设为目标，通
过技术培训和科学种植等方式，强化食用
菌产业链条式发展，如今，食用菌生产现
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

据了解，今年大通县食用菌种植面积
153亩，基本与上年持平。食用菌主要品
种为平菇和羊肚菌，其中平菇 33 亩（39.6
万棒），羊肚菌 120 亩。食用菌总产量为
618 吨，其中：平菇 594 吨，羊肚菌 24 吨。
食用菌总产值达624万元，其中：平菇产值
240万元，羊肚菌产值达384万元。

近年来，大通县将羊肚菌作为特色
品牌持续打造，通过引进农业公司，改造
设施温棚发展羊肚菌种植，推动羊肚菌
产业融合发展，形成集菌种培植、营养袋

研制、成菌种植、技术推广、商品菌加工
及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大通县
采用“科研团队+农技服务部门+经营主
体”的协作模式，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项目扶持，经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
和产业化生产，使得大通县羊肚菌的产
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带动
周边农户在基地进行务工就业，进一步
推动了本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

大通县国粹中藏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从福建省、云南省引进金耳菌种试种。
今年 9 月，首批金耳菌成熟进入采摘期。
金耳菌试种成功，不仅丰富了大通县特色
农产品种类，培育了农业产业新的增长
点，还带动了周边的种植户产业化种植，
为农民带来一条新的致富路，也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动力。

本报讯（记者 小蕊）近日，城北区首
个“非遗村（石头磊社火）”在二十里铺镇
石头磊村正式揭牌，这意味着拥有800多
年历史的古村将依托非遗文化焕发新
颜。

根据石头磊村史和“史氏家谱”记载
以及老人们回忆，石头磊村社火可追溯到
清朝光绪年间，由陕西甘肃一带传入，史
称“龙花会”，1936年后人们逐渐将“龙花
会”改称为“火神会”。而今石头磊村社火
应邀每年赴西宁主城区巡演，由于（“身
子”）人数多、项目丰富、表演精彩有较高
的社会声誉。同时，通过邀请知名音乐人
创作伴奏音乐、文化馆专业教师指导表演
动作，为石头磊村社火编排了《灯火辉煌》

《南船北马》等新节目，反映了新时代人民
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今年更是在北川青

唐城嘉年华小镇和“豹街”频频亮相，深受
群众喜爱。

近年来，二十里铺镇坚持以“民俗+文
旅”融合“出圈”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铺
里拾遗”文化品牌，整体推进镇域文化旅
游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9月石头磊村社
火被纳入“城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名录”项目，并成功申报代表性传承
人，村中配套建设非遗项目“河湟社火”传
承基地。

下一步，二十里铺镇将积极探索“铺
里拾遗”文化品牌，依托石头磊村河湟社
火、小寨村越弦、花园台村眉户等丰富非
遗曲艺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戏曲进乡村”
项目，以“文”为脉，讲好“铺里”故事，为打
造北川创新创业活力区、文旅强区建设贡
献“铺里”力量。

青海植物因他而火遍全网

本报讯（记者 晴空）湟源县人社局高
度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通过“根治欠
薪”为群众解决“忧薪”事，为整治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注入动力。

深入推动基层涉薪纠纷综合治理，充
分发挥根治欠薪专班工作效能，整合基层
社会治理、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公检法
司、劳动保障等力量，结合“双随机、一公
开”，对县域内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开展
地毯式排摸，建立欠薪风险隐患清单。整
合劳动保障、人民调解、公检法司、工会等
力量，加大涉薪纠纷的处置力度，确保98%
以上的政府项目、国企项目欠薪纠纷就近
就地得到有效化解。

结合“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
“西宁市欠薪监控预警平台”“有诉必应马
上办”“信访系统”收集各类欠薪线索，督

促县域内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制度，足额缴纳项目保证金，加强
对各项目按规定实行工程款支付担保、人
工费用与工程款分账、工资专用账户、实
名制管理等制度的监督。自整治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受理解决农民工欠薪案件22件，其中：
立案1件，立案后，在湟源县公安局的协同
处理下，帮助当事人追回欠薪0.8万元，协
调解决 21 件，涉及人数 157 人，涉及金额
123.62 万元。累计办理工程项目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95件。

下一步，湟源县人社局将根治欠薪工
作纳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当中，确保每个投诉举报
都有专人负责跟进，做到“件件有回音、事
事有着落”。

在青海，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位网红，他以推荐青海本地植物、
让本地植物“出圈”而被大众所熟知。他不卖货、不炫技，凭借一腔热
血和一双能识善辨的“火眼金睛”，在抖音收获了8万粉丝，成为青海
最接地气的网红，被大家形象地称之为“青海植物推荐官”。

城北区首个“非遗村”正式揭牌

湟源县：

加大排查力度努力解决欠薪问题

高原食用菌奏响高原食用菌奏响““致富曲致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