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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12月5日电（记者黄
豁 史卫燕 白玛央措）初冬，金色的阳
光洒在错落有致的新居，在连绵远山
与广袤草原的映衬下，显得温暖安
详。这里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
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一座青
海湖畔的牧民集中安置新村。

2021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果洛藏贡麻村，看望慰问群众。三
年多来，这个高原村落牢记总书记的
谆谆嘱托，利用资源禀赋发展现代生
态畜牧业，守护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
山，在青藏高原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
篇章。

告别游牧启新程告别游牧启新程

【“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
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
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
土特产品牌。”——习近平】

逐水草，牧牛羊。
在果洛藏贡麻村村委会副主任俄

藏加的儿时记忆里，他和父母总在搬
家。“一年四季都忙着放牧和转场，生
活十分辛苦。”俄藏加说，那时一家人
住在牛毛编织成的帐篷里，冬天漏风，
夏天漏雨。终于在 2014 年，俄藏加和
村里其他牧民告别游牧生活，在刚察
县城边的牧民集中定居点里安了家。

新居窗明几净，传统院落里有了
现代冲水式厕所，小孩上学、老人就医
也方便许多。俄藏加说：“这样的生
活，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

新生活带来对新发展的渴望。
“传统的游牧生产采取家庭养殖

方式，规模小、成本高，抗风险能力
低。我们要建设现代畜牧业示范基
地，提高畜牧科技含量，加快传统畜牧
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90后”村党支
部书记索南才夫旦告诉记者。

在政府引导帮扶下，村民们纷纷
积极行动。2022 年，村里的“能人”索
南昂秀联合39户牧民成立生态畜牧合
作社，探索集约管理、科学养畜的“新
路子”。“2023年合作社收入57万元，出
栏630只羊和180头牛。”索南昂秀说。

乡村振兴还要靠人才。近年来，
共有80多名从果洛藏贡麻村走出去的
大学生陆续学成归来，积极投身返乡
创业热潮，为高原村庄带来新气象。

2022 年，21 岁的多杰吉返乡后在
村里开起一家网红孵化机构，通过电
商平台向全国朋友推荐村里生产的牛
羊肉、青稞啤酒等。“我希望能让更多
人了解我的家乡，看到这里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多杰吉说。

“通过发展生态畜牧、环湖旅游、
网络电商，大家的就业选择增多了，高
原特色民族村寨初现雏形，牧民群众
的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俄
藏加说。

人湖共生新图景人湖共生新图景

【“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
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
巩固拓展。”——习近平】

“我小时候，村里的草高得能没过
马蹄。”那瓦才郎热情地邀请记者在家
里喝奶茶，讲述村里的过往，“青海湖
环湖地区自古是人杰地灵、水草丰美
的地方，后来人口逐渐增多，草场的质
量开始下降。”

果洛藏贡麻村位于青海湖北岸。
近年来，为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守护
赖以生存的草场，村里的49名牧民放
下牧鞭，成了县里的生态管护员，那瓦
才郎便是其中之一。

每 周 在 负 责 的 片 区 巡 护 两 三
次，哪片水草日益丰美，哪座山越来
越绿 ，那瓦才郎心里都有一本账 。

带着记者穿越冬季牧场，抵达村里
的饮用水源地，那瓦才郎说：“看！
茂密的植物、干净的水，都是保护的
成果啊！”

生态向好，野生动物开始频现。“野
生的普氏原羚，在草场周边随处可见。”
那瓦才郎感慨地说。普氏原羚是生活
在青海湖地区的珍稀动物，监测数据显
示，目前数量已由保护初期的不足300
只增加到现在的3400余只。

在沙柳河观赏湟鱼洄游、在仙女
湾湿地与普氏原羚“近距离”接触、在
圣泉湾断崖留下“打卡照片”……以果
洛藏贡麻村为中心点，感受青海湖之
美的旅游线路成了不少游客的必选
项。

村后山坡草原上，散落着一栋栋
小木屋，这是村里为发展旅游建起的
民宿。“来村里的旅游参观团，最多时
一天要接待8个。我们在思考如何把
旅游业和畜牧业更好地联动起来，让
村民共享生态保护成果，创造更多工
作岗位。”索南才夫旦热情地在村口迎
接远道而来的游人。

““腾志腾志””之花绽湖畔之花绽湖畔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
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
盛不衰。”——习近平】

走进村子大门，映入眼帘的是腾
志广场，“腾志”在藏语中意为“团结”。

广场中一座雕塑十分醒目：一本
打开的书，白底红字的书上用藏汉双
语写着“腾志”二字，上面是一双手托
举着一个石榴，红红的石榴籽紧紧地
抱在一起。

2021 年，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
村，牧民索南才让率一家老小热情邀
请总书记到家里做客，并献上哈达。
索南才让激动地说，牧民生活好，全靠
党的政策好，衷心感谢共产党，衷心感
谢总书记。

离开索南才让家，村民们看到
总书记来了，热情地涌到路边，欢呼
着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动情地说：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
盛不衰。”

牵挂润高原，嘱托催奋进。果洛
藏贡麻村的藏族儿女，用团结奋进的
汗水，浇灌着那朵长盛不衰的花朵。

去年，53 岁的才华多杰在交通
事故中严重受伤，一家人为筹集治
疗 费 用 愁 眉 不 展 。 不 到 一 周 的 时
间，村民自发组织捐牛羊、现金，帮
助才华多杰一家人渡过难关。“非常
感激大伙儿的帮助，今后我们更要
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回馈大家！”
才华多杰说。

3年多来，果洛藏贡麻村推动民族
团结工作与平安乡村建设、“星级化”
支部创建、“雪亮工程”等工作深度结
合，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沙柳河畔越开
越艳。

“我很荣幸今天又见到总书记了，
感恩所有，祝福伟大祖国越来越强
大。”9月27日，索南才夫旦激动地发了
一条朋友圈。当天，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果洛藏贡麻
村村民委员会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索南才夫旦捧回
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朝阳如金，洒满高原村落。广场
上“腾志”二字熠熠生辉。

“人心齐了，干劲更足了！”索南才
夫旦说，“我们要继续努力，让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特约记者 贾权军）“食保区工业厂
房分割登记办理终于提上日程了，这下企业有
盼头了，也有机会做大做强了。”近日，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食品保健品聚集
区负责人激动地说道。

“小切口”入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首先要找准找实群众身边的痛点、难点、堵点
问题，把最真实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最迫
切的需求搞清楚。今年以来，生物园区纪委
通过实地走访、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设置“企
业之声”信箱等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倾
听企业主诉求，主动“找问题”，合力“破难
题”，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在调研
中发现，生物园区食保区至今无法办理工业
厂房分割登记手续，进而导致企业无法按照
不动产权证书进行抵押融资贷款，严重限制
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展。对此，企业反映强
烈。

发现该问题后，生物园区纪委将该区“办证
难”问题挂牌督办，列入重点督办化解的民生实

事问题台账，及时向党委汇报，召开专题会议，
明晰相关部门职责，明确办理范围及时限。并
督促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一企一
策、一事一议”的原则，通过开设绿色通道、设置
专窗、“周末不打烊服务”等方式，全力推进食保
区工业厂房分割登记办理，进一步盘活资产，促
进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增强园区活力。同时，将
推进不动产集中办证与干部作风建设有机结
合，将监督探头覆盖到办证各环节，坚决查处办
证工作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目前，食
保区涉及21家企业，共计67050.51平方米工业
厂房分割登记办理正在稳步推进。

聚焦“小切口”，护航“大民生”。下一步，生
物园区纪委将立足职能职责，走好群众路线，坚
持开门问计，深化运用“群众点题”机制，畅通企
业利益诉求监督举报渠道，通过实地调研、随机
走访、数据比对等方式找准找实企业、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从“小切口”入手，精准发力，
切实解决企业、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企业、群
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
有人护。

本报讯（记者 小蕊）12 月 6 日，我省分别在
海西州格尔木市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
海东市乐都区杨家水库输配水管网及水厂、
黄南州河南县擦玛沟水库工程现场举行 2024
年第四季度水利工程集中开工仪式。这是记
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的。

第四季度集中开工的水利项目共 7 项，总
投资 134.31 亿元，涵盖引调水、新建灌区、小型
水库、主要支流治理等多类项目，将服务于青
海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泛共和盆地、河源生
态功能区等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其中：主会场
开工的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总投
资114.97亿元，工程输水线路全长593公里，计
划将于 2029 年全部建成，该工程是国家 172 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那棱格勒河水
利枢纽工程配套供水工程，为一条输水总干线
和东、西两条输水分线路，工程建成后，每年可
为位于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格尔木市、茫崖市
等地区的企业供水 2.37 亿立方米，可有效满足
企业用水需求。

同时，在海东市分会场开工的海东市乐都
区杨家水库输配水管网及水厂工程总投资9.19
亿元，主要建设日处理能力10万立方米的净水
厂1座、输配水管道108.9公里等。主要解决乐
都区现状 19.6 万人、远期 40 万人的安全用水。

黄南州分会场开工的河南县擦玛沟水库总投
资2.24亿元，水库总库容267万立方米，主要解
决河南县优干宁镇以及荷日恒村、智后茂村、
德日隆村共计 2.97 万人口和 12.08 万头（只）牲
畜饮水及城镇生产用水。

今年以来，我省各级水利部门锚定省级水
网构建“一脉相承、两屏保护、三区引领、五横
五纵”的空间格局目标，加强组织推动，加快
水利工程建设，一批重点工程取得重要建设
进展，高原水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2024 年
全省累计开（复）工 471 项水利项目，项目总投
资达 243.2 亿元。项目遍及全省 8 个市州，其
中总投资规模 1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29 个项
目。全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 49.4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水网骨干工程效
益渐显。湟水流域水网骨干工程引大济湟工
程全面建成，100.49 万亩田间配套全部达到
节水灌溉条件。柴达木盆地水网骨干工程蓄
集峡水利枢纽下闸蓄水，那棱格勒河水利枢
纽实现大坝封顶。哇沿、西纳川、国庆、满
坪、浪加、浩门等一批水库下闸蓄水，杨家、
夕昌、哇洪、晓龙沟、大河滩、柏木峡等一批
水库具备蓄水条件，这些水库配套的灌溉和
供水工程陆续建成或正在建设，为提高城乡
供水、农田灌溉保障率夯实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果洛藏贡麻村发展有新篇

全力破解“办证难”助力企业“强筋骨”

青海省第四季度水利工程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临近岁末，西宁汽车
消费市场步入了销售的“冲刺”黄金期。记者
深入市场探访发现，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的
强力推动及企业优惠措施的叠加效应，汽车市
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特别是西宁特
斯拉中心，11 月的单月交付量一举超越了 1 月
至9月的总和，创下年度新高。

今年，西宁凭借先发和金额优势的“以旧换
新”政策，吸引了大量个人消费者积极参与。凡
转让旧车并购置新能源乘用车的，依据购车发
票金额，20万元以上车型可享受2万元补贴，新
购车辆更有5000元补贴。“以旧换新”政策如同
催化剂，促使各大汽车品牌销售店纷纷跟进，推
出了一系列促销优惠。

在西宁昆仑东路的特斯拉中心，记者目睹
了消费者购车热潮，一波接一波的消费者进店
咨询购车政策、体验试驾、办理新车交付……
据介绍，在西宁特斯拉中心购车不仅可享受政
府提供的 2 万元置换补贴，购买特斯拉 Model
Y热门车型还能额外享受尾款立减1万元的优
惠，更有长达“5 年 0 息”的金融方案，利息节省
额高达2万元左右。此外，原价1.2万元的星空
灰车漆限时免费选配。店内工作人员表示：

“在多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Model Y不仅迎来
了历史最低价，更是全球范围内的最低价。”他
还透露，近期购车者中，六至七成来自周边城
市，均是受西宁“以旧换新”政策吸引而来，11
月交付量环比增长超过200%。

据悉，2024 年 3 月，特斯拉正式入驻青
海，于西宁昆仑东路开设了其在中国海拔最
高的门店。在充电设施布局上，特斯拉同样
走在前列，已在青海建设了 7 座充电站，并
规划了“绿色丝绸之路”“西北大环线”等超
充线路，让全国自驾游变得轻松无忧。据统
计，青海平均每 210 公里就能找到一座特斯
拉超级充电站。

据省商务厅数据，截至12月3日24时，青海
省“以旧换新”政策已吸引19.88万人次申请，累
计审核通过18.16万人次，发放补贴资金6.17亿
元，带动消费高达85.06亿元。其中，汽车、家电
等大宗消费品销售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当前，西宁各大汽车品牌销售店正紧抓
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机遇，通过调整价格策
略、推出置换补贴、限时金融政策等多种促
销手段，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汽
车市场活力四射。

创年度新高，以旧换新带动汽车消费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