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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牦牛肉粒，来自青藏高原，肉质紧实有嚼劲，配料表干净，
欢迎大家品尝……”前不久，在 2024 年中国农民金秋消费季“土特
产”集中推介活动上，一位性格泼辣的女青年一边介绍着家乡的产
品，一边介绍着家乡的美景。她就是“新农人”滕欣妤，一位为了理想
返乡创业的“90后”。

滕欣妤是湟源县申中乡庙沟村人，2017年她怀着对家乡的情怀，
回乡当起了“新农人”，在乡村振兴的路上种下了一片希望。

返乡创业的七年里，滕欣妤从对接订单、扩大销量到创立品牌、
搬进新厂，创业过程中她不断克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成功把“高原
味道”带到全国32个城市，为家乡的农畜产品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返乡创业，奔跑在乡村振兴路上
“青海有众多品质优良的农畜产品，我一直都想把青海的好产品

推广出去。”怀揣着推广家乡农畜产品的想法，2017年滕欣妤“返乡”
去圆自己的“农业梦”。

“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湟源带去牛肉干、枸杞等特产，尝试着售卖
给同学，没想到一抢而空，特受欢迎。”滕欣妤向记者兴奋地聊起了她
的创业史和她要回乡创业的梦想。

“我发现青海特产很受外地同学欢迎后，我就在想如何能把这些
特产推广到全国呢？”带着这样的想法，2016年大学毕业后，滕欣妤放
弃了进企业当白领的生活，选择和同学去广州做起了社区电商。在
广州的一年时间里，滕欣妤凭着一股认真劲，勤于思考，很快掌握了
电商知识和经营思路。

“出去就是为了回来”。2017年，滕欣妤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回
到了湟源县申中乡庙沟村做起了牛羊肉等农畜产品代加工。随着订
单量增长，2019年，滕欣妤创立青海一颗藤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不仅
扩大了青海农畜产品的影响力，也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回乡来”让家乡特产“走出去”
“一路走来，青海农畜产品的优良品质给了我很大信心。”回顾自

己的创业路，滕欣妤表示，是家乡的好物给了自己往前冲的勇气。其
实，创业之初滕欣妤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资金短缺、冷链物流仓储
体系不完善、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但她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她积
极参加展销会，亲自前往广州、深圳等地的企业推销产品。同时，深
入市场进行调查，并在广东佛山租用冷库，让家乡的农畜产品对接市
场更有优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努力下，全国各地的订单如雪花般纷至
沓来，产品销往全国32个城市的1000多家超市中。“现在我们有30
多种产品，涵盖了生鲜、精深加工、农副产品三大类，截至10月，公司
销售额达1200万元。”如今，滕欣妤好过了，她的公司已经成为了集
牛羊养殖、农产品收购、肉食品加工、仓储冷链及其他特色农产品销
售+农村电商运营于一体的现代化农牧企业。2024年，青海一颗藤
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被评为2024年西宁市农牧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
业。

让产品销路更广，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能带着家乡人一起赚钱，我也很自豪！”生长在湟源，创业在湟

源，公司成立后，滕欣妤一直不忘反哺家乡。2019年以来，青海一颗
藤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村集体经济资金注入和政策帮扶，以企业
带动、合作社参与、农户受益的发展模式，带动300多户农牧户发展
牛羊养殖产业，户均增收达1万元。

在带动农户发展牛羊养殖产业的同时，滕欣妤还经常指导农户
提高养殖技能、帮助农户售卖滞销的农畜产品。“让村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把家乡的优质产品推向全国，这就是我的梦想。”滕欣妤目光坚
定地说，要给家乡百姓蹚出一条增收致富的大道，让乡亲们实实在在
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我每月工资在3500元左右，上班能挣钱还能学技能，下班后还
方便照顾家里，我很满足！”43岁的车间班长颜玉英是庙沟村人，今年
是她在企业的第五年，“看着企业发展得好，我也干劲十足。”目前，青
海一颗藤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共有员工22名，生产旺季聘用工人50余
人，年人均增收在1万元左右。

“今年我们又投入了900余万元，用于扩大生产，农畜产品种养
加工产业链将进一步延伸，带动更多乡亲们增收致富。”谈到未来发
展，“新农人”滕欣妤信心满满。 （记者 衣凯玥）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破案有
力度，返赃暖民心。12月6日，西宁
市公安局城东分局刑侦大队举行涉
电信诈骗案件资金集中返还仪式，
将95万余元的追缴资金交还到7名
被害人手中。

仪式上，7名被害人从民警手中
领回失而复得的 95 万余元被骗资

金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以为这
些钱打水漂了，感谢你们做了这么
多努力，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实事，帮
我追回了损失！”受骗群众向办案民
警表示感谢，并赠送锦旗表达他们
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表示将以
自身案例为教训，积极参与反诈宣
传，教育引导身边人多学习防诈知

识，有效抵御电信网络诈骗的侵
害。据了解，今年1月至11月，市公
安局城东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成
功破获 235 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173 名，精准拦截涉
诈资金外流通道，累计阻断资金超
1700 余万元，冻结涉案账户 630 余
个。

本报讯（记者 悠然）12月5日，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2024
年，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在省消防
救援总队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
落实省市主要领导指示要求，按照

“大站建强，小站建精”理念，探索打
造 6 个城区商圈小型消防站，实现

“中心站+卫星站”建站模式与“前置
备勤、全时辐射、机动布防”全覆盖
工作模式高效融合，使全市基层一
线消防救援力量布局得到优化。

据了解，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
快，城市扩容、增质不断推进，城区
消防站作战半径过大、站点数量不
充足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城市安全
运行。特别是主城区内仅有长江

路、共和南路、朝阳东路三个消防
站，导致单站作战保护面积过大，面
对高峰期拥堵路段或老旧城区狭小
道路时，很难满足消防力量“接警后
5分钟到场”的救援需求，极易失去
抢救生命和扑救初期火灾的最佳时
机，使小火酿成大灾。为此，支队直
面省会城市发展密集、用地紧张等
难题，结合中心城区人口密集、火灾
风险水平相对较高的实际，摸索小
型站运行模式，在城西区力盟商圈、
海湖新区文景街、城北区集散中心、
生物园区天津路、城东区互助西路、
城中区南川东路建成投用了6个集

“灭火救援、防火检查、消防宣传、便
民服务”多位一体小型消防站。

这些小型站紧邻核心商圈、居
民小区，贴近群众。建成后，中心站
任务分摊，作战半径缩小，辖区最远
点出警时间缩短近21分钟，填补主
城区救援空白，补齐老旧城区、商业
街消防短板。各站还建立“一点多
调、全面增援”机制，升级消防力量，
完善“驻地+”训练，强化联勤联训，
形成“消防站+微型站”控火模式，把
火灾扼杀在萌芽状态。

“‘夜校’的课程太丰富了，我的
‘技能点’又增加了！”“下班后给自
己充充电，心情都好了！”“今天的非
遗课太赞了，下回我还要参加！”今
年以来，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风靡一时的“夜校”再次成为热
点，“白天职场驰骋，夜晚充电学习”
已经成为不少青年人的生活写照。

剪纸课上体验文化魅力、瑜伽
课上舒展身心、烘焙课上制作美
味甜点、养生课上学习中医药知
识……如今，一大批热爱生活、勇于
挑战的西宁青年聚集在不同主题、
不同类别的“青年夜校”课堂上，学
习新知识、培养新兴趣，解锁新的生
活时尚。

“青年夜校”解锁生活新方式

“今晚咱们要制作福禄寿桃、玫
瑰花卷、甜甜香酥饼、软锅盔四个面
点品类，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动
手做一做……”日前，城东区“青年
夜校”的传统面点“花儿卷卷”课吸
引了不少青年学员参与。青年学员
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和面、揉面、蒸
烤等步骤，亲手制作出色香味俱全
的传统面点小吃，也了解了传统面
点的制作技艺。

“夜校的课程很丰富，我上过茶
艺、烘焙、电商直播等课程，都是平
时工作接触不到的，有了‘夜校’我
下班后的生活也很精彩！”城东区青

年夜校学员罗勇辉激动地告诉记
者。作为一名“老学员”，罗勇辉已
经参加了 10 期“青年夜校”，上“夜
校”对他来说是利用业余时间提升
自己的机会，也是下班后的一种放
松方式，不仅去了“班味”，还提升了
自己的知识储备。

“在‘青年夜校’里，大家放下了
手机，卸下了工作后的疲惫和压力，
把更多注意力还给了自己。”城东区
青年夜校分校校长曹志强表示，“夜
校”不仅能为青年人提供充电赋能
的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情绪价值，
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夜校”中收
获满满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开心。

多样课程，提升青年“技能点”
“兴趣点”

用砂罐做奶茶、体验秦腔文化、
观赏皮影戏……今年以来，在大通
县的“青年夜校”非遗课程上，青年
学员通过听取讲解、动手操作、现场
体验、互动学习等方式，“沉浸式”感
受着非遗文化的魅力，非遗文化正
在年轻群体中焕发着新生机。

“我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听
说‘夜校’开设了非遗文化课程后，
我参加了4期。我在课上了解了非
遗文化，还交到了有共同兴趣爱好
的朋友，我的业余生活也有了‘文化
味’和‘新收获’！”大通县青年夜校
学员张忠祥说道。

“为满足青年群体参与非遗文
化教育、体验等活动的需求，我们充
分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探索形成了

‘青年夜校+非遗’的创新模式，激发
了青年群体对非遗文化的浓厚兴
趣。”共青团大通县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截至12月5日，非遗类“青年
夜校”共开设8期，课程内容涉及花
儿、漆扇、青绣等内容，共吸引 170
余名辖区青年参与。

“青年喜欢什么，夜校就开什么
课”

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电商
直播到艺术创作，从心理咨询到就业
指导，从有氧健身到中医养生……

“青年夜校”的出圈，离不开其精细化
的课程体系和有力的服务举措。

“青年喜欢什么，夜校就开什么
课。”针对青年人的喜好，“青年夜
校”面向青年办班，围绕青年工作、
学习、生活中的现实需求和兴趣爱
好，在时间安排、场地选择、课程设
置等方面贴近西宁青年实际，使“青
年夜校”更好地融入青年生活。

“在开设课程前，我们就课程设
置、时间安排等方面向全市各类青年
发放了调查问卷，根据青年的喜好、需
求推出课程，同时发挥青年之家阵地
优势，在青年聚集度高、设施条件具备
的场所，拓展‘青年夜校’开办点位，突
出公益属性，满足青年差异化需求。
截至12月8日，共推出‘西宁青年夜
校’27期，开设各类公益课程140余
节，青年累计参加2800余人次。”团市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提供情绪价值、探索获取知识、
搭建交流平台、拓展朋友圈……西
宁“青年夜校”不仅是共青团组织帮
助青年成长的生动表现，也是精细
化服务青年群体需求的具体实践。
从“夜学”到“夜享”，从“夜校”到“社
群”，越来越多的西宁青年通过上

“夜校”在业余生活中找到了新兴
趣，“打卡”了新课程，拓展了朋友
圈，积蓄了新能量。

（记者 衣凯玥）

他们让家乡特产“远走高飞”
——走近“新农人”系列报道之一

开栏的话：

他们是“新农人”，怀揣着梦想与热忱，手握新技术、

新思维，一头扎进农业的怀抱，为乡村振兴这幅宏大画卷

添上了灵动鲜活的笔触。他们扎根乡村、热爱农业，在希

望的田野上奋力奔跑、挥洒汗水，为家乡发展贡献着青春

与力量。他们用知识、文化、科技深耕沃土，把科技转化

为“新农具”，把网络开辟成“新赛道”，把直播演绎成“新

农活”，让农户生活有盼头，让产业发展有奔头，让“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正逐步变为现实。

即日起，本报推出“走近‘新农人’系列报道”，深入我

市各县区，探寻“新农人”的创业历程，聆听他们的“兴农”

故事，感受他们投身乡村建设的满腔热情与坚定信心。

这些年轻人为何爱上了“夜校”？

打造小型消防站拉近救援“最后一公里”

从民警手中领回95万余元被骗资金

共青团大通县委供图共青团大通县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