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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海 南 州 共 和 县 铁 盖 乡 下 合 乐 寺

村，村民杨生文经常把自家的羊赶到塔

拉滩上的光伏发电园区进行放牧。下合

乐 寺 等 村 庄 共 16 户 养 殖 户 的 600 多 只

羊，都可以进入光伏园免费放养，整个园

区光伏羊存栏超过 2 万只。杨生文说：

“现在羊的数量和出栏量都上来了，我们

还借着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的春风，

把羊卖上了好价钱 。”

常州市承担着共和县、玛沁县、班玛

县重点帮扶县的帮扶任务，共和县委副

书记、副县长赵亮是江苏援青干部。为

了让高原优质“产品”快速“变现”，赵亮

邀请常州市成盈农业科技、中粮人瑞科

技、天目湖南山竹海食品有限公司等销

售专业团队赴海南共和与果洛玛沁、班

玛等县调研考察，对接当地企业，从产品

加工工艺、分类、包装等方面深入合作交

流，提高西部优质农产品和东部市场的

需求匹配度。引进奕国农牧等牛羊养殖

和精深加工企业，拓展传统牛羊肉加工

产业链，助力农牧民农产品销售，提高产

品附加值。

杨生文就是获益的村民，他说:“共

和县委组织部带领我们发展生态畜牧业

和村集体经济，我们的羊集体出栏、集体

销售、集体获益。再加上东西部协作，助

力农畜产品‘散卖’变‘团购’，乡亲们的

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近年来，共和县作为江苏对口支援

和帮扶重点县，紧抓“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重大机遇，全力打造共和高原特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共和打通国内

销售市场奠定坚实基础。深化与常州市

机关、企业对接交流，签订《东西部协作

消费帮扶合作协议》，建设共和县常州供

销特产专馆，以宣传、推介、促销等方式

拓宽共和优质农畜产品销售，入驻企业

15 家，涉及产品包括牛羊肉、牛肉干、冬

虫夏草、黑红枸杞、人参果、乳制品、青稞

酒、菜籽油、藏药保健品等 140 余种，全

县高原特产逐步从个体“散卖”转变为企

业“团购”。

通过东部下单、西部发货的网销模

式以及消费帮扶，青海优质农特产品正

源源不断输入江苏，走向全国。

赵亮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

能，是民生改善的重要渠道，更是乡村振

兴的广阔平台。未来，对共和县等重点

帮扶县，还将重点围绕提高产量、提升品

质、扩大效益等方面，持续投入对口支援

和东西部协作资金，助力打造国家级现

代藏羊产业园、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重点示范县建设，提高农牧业标准化

生产水平和效率，助力农牧业增产，农户

增收。”

江 苏 与 青 海 开 展 消 费 帮 扶 的 美 丽

“序曲”，生动映射着两地协作共赢的主

题使命。

如今，两地不断推动产、供、销各环

节良性互动，强劲助推青海农牧业产业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今天，在青货“泉涌”江苏市场的同

时，两地旅游消费也提档升级，以“双向

奔赴”的方式实现携手共赢。

苏青协作，

铺就消费帮扶的“康庄大道”
本报记者 罗 珺

打开一袋“青海牦牛杂碎”，细嫩的瘦肉配上草果、胡椒、花椒等精

心调制的调料包，再倒入牛骨头熬制的汤袋，加热后，入口鲜香，回味悠

长……几年前的一次青海行，让江苏省南京市市民吴晓飞深深地喜爱上

了来自高原的特色早餐。“现在，我在江苏的超市里就能买到青海特产，

真是方便！”吴晓飞高兴地说。

这只是江苏、青海“消费帮扶”的一个缩影。如今，借着东西部协作

的机遇，整合牦牛肉、羊肉、酸奶、牛奶、手工艺品等各类青海特产资源，

以线上“直播带货”、线下体验馆等为代表的消费模式，让青海特产越来

越广泛地走进了江苏百姓家中。

消费帮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

措。一直以来，苏青两地通力协作，实施特色农牧业提升行动，广泛开展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深化拓展消费帮扶，进一步拓宽“青货出青”“青货

入苏”渠道，从 2022 年至今年 8 月底，在江苏销售青海农副产品和特色手

工艺品 3.7亿元。

从帮销到促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上，苏青协作铺就了一条消费帮扶的“康庄大道”。

政策赋能 优质商品畅销添底气
从海东市平安区采购当地牦牛肉制

作的“青海牦牛杂碎”产品，截至 8 月底，

销售额达 516 万元；从海南藏族自治州

中旺养殖畜牧场收购牛奶，进而打造的

“青海娟姗牛奶”产品，截至 8 月底销售

额达 479 万元……走进位于海东市的青

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一份份消费帮

扶“战报”频频传出。

打造优质商品，让“青货出青”“青货

入苏”。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副总

经理杨庆庆说：“我们建仓储物流，让青

海特产进入青海消费帮扶江苏馆、高校、

社区等市场，同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5G 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详细分析青

海特产在江苏市场的需求。就拿原生态

的牦牛系列产品举例，在经过深加工后

销售，形成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

物 流 深 度 融 合 的 消 费 帮 扶 零 售‘ 全 链

条’，实现了农牧传统产业链的转型升

级。”

产业发展越是向更高层次迈进，就

越是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从 2022
年到目前，苏青东西部协作持续加大消

费帮扶政策制定、平台搭建，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大消费帮扶推进力度的通知》

《青海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省级示范

销售平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

步深化支援帮扶工作机制的意见》，安排

东西部协作资金 4627 万元，实施消费协

作项目 24 个，并在江苏设立青海农畜特

产品专卖店 15家。

同时，组织青海企业赴北京、江苏等

地参加各类展销会。继续支持在江苏和

青海建设线下实体店、体验店。开设第

二家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

着力打造“线上线下齐发力，展销体验一

体化”消费新模式。与江苏文峰集团、苏

果集团合作，将青海优质特产打入江苏

连锁超市，在南通、扬州各设一家“大美

青海·高原特产”青货农特产品直营实体

店，不断提升“青货入苏”消费体验。通

过“青海好产品+销售好平台”，购买脱贫

地区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脱贫群众增收，

使消费帮扶真正成为带动脱贫地区群众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市场驱动 紧跟消费趋势走新路
“欢迎大家莅临青海消费帮扶南京

生活体验馆，地面上的水滴形象，象征着

三江源地区的山青水净、土壤肥沃，不仅

代表产品的产地好，更是对青海形象的

宣传……”在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

验馆，讲解员细致地讲解着。

走进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

和青海消费扶贫江苏馆，青海九大优势

产业牦牛、藏羊、青稞、藜麦、枸杞、菜籽

油、冷水鱼、民族手工艺品等和其他特色

农产品，近 200 种高原特色产品“走出”

田间地头，换上包装，摆上展架，吸引了

很多江苏市民前来购买。

看着大家一站式购买青海自产自销

的农特产品，青海苏友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胡换焦尚说:“今天的成果来之

不易！以前我们带着简单包装的原生态

牦牛肉、藏羊肉过来，结果销量却不尽如

人意，这里的居民生活很精致，都是要仔

细了解你的产品究竟好在哪儿。于是，

市场倒逼着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上立标

准、树品牌。”

据胡换焦尚介绍，在青海消费帮扶

南京生活体验馆和青海消费扶贫江苏馆

运营团队的指导下，企业对产品进行改

良、换代、升级，进一步精细化标准化操

作后推到江苏市场，销量立竿见影大幅

上升。

如今，馆内精选青海有机、绿色、安

全的特色产品，以绿色有机为导向，着力

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助推特色农产品提

质增效。

同 时 ，不 断 深 化 改 革 ，创 新 营 销 模

式，将质量与创立和提升产品品牌、企业

品牌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

农产品优质优价，使农产品进入用品牌

吸引消费、以消费引导生产、靠市场需求

拉动产品供给的良性发展轨道，以多样

化的产品，多元化的服务，多方位的宣

传，打造了一站式消费帮扶平台。

一 时 间 ，青 海 特 产 在 江 苏“ 声 名 鹊

起”，越来越多的青海特产开始不断走进

机关、企业、学校、医院、食堂。

农牧业品牌化是现代农牧业发展的

必由之路，消费帮扶行动也为农牧业品

牌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青海消费帮扶

南京生活体验馆和青海消费扶贫江苏馆

运营人员李莉介绍：“在市场驱动下，青

海特色产品生产紧跟消费趋势走，再通

过体验馆网络直播、美食品鉴、代销专

柜、农特产品展销等多元化销售，为青海

特产的消费帮扶之路打通了别具一格的

消费新模式。”

消费帮扶一头连着农村群众的“钱

袋子”，一头连着城市居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近年来，苏青消费帮扶遵循

市场机制，树青海品牌，定产品标准，实

现了产品价值、市场销售和品牌形象大

幅提升，以优质产品稳稳地拿下了消费

者的“心”。

惠农助牧 群众增收致富笑开颜

金秋十月，230 头梅花

鹿从东北顺利运达西宁市

湟中区群加藏族乡上圈村

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在宽敞

明亮的现代化鹿舍正式安

家。

当载着梅花鹿的大货

车缓缓驶入养殖场时，早已

等待多时的人们按捺不住

激 动 的 心 情 ，欣 喜 地 欢 呼

着 ，迎 接 这 批 远 道 而 来 的

“客人”。

生性胆小的梅花鹿瞪

着美丽的大眼睛左看看、右

盼盼，谁也不肯先出来。最

终，在管理员的诱导下纷纷

跳下车，像撒欢的孩子，一

路跑进新鹿舍。

首批 230 头梅花鹿，每

一 头 都 体 格 健 硕 、毛 色 光

亮、富有活力，在群山环抱

的掩映下，更显灵动活泼。

据了解，群加梅花鹿养

殖基地是 2022 年湟中区重

点 项 目 ，项 目 总 投 资 3453
万 元 ，新 建 鹿 棚 42 个 及 辅

助设施。目前，养殖基地工

程 基 本 完 工 ，基 地 已 经 通

电、通水、通路，一座座鹿舍

拔地而起，部分基础设施正

在进一步完善中。

湟中区群加乡上圈村

气候温润，草木葱茏，非常

适合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梅

花 鹿 在 这 里 快 乐 生 活 、繁

衍。湟中区选择这里作为

梅花鹿生态养殖基地，其一

是因为良好的气候和生态

条件，另一方面，还是为了

让群加乡的村民，在拥有美

好生态环境的同时，通过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将

钱袋子“鼓”起来。

养殖基地负责人正在给梅花鹿喂饲料。

“今天，第一批梅花鹿顺利到达入圈了，这个

项目的总数是 820 头，预计 10 天以后其余鹿也会

到达。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当地老百姓参

与务工 50 多名，增加务工收入 1.5 万元，在产业

经济效益方面，预计有三年扩繁期，三年后能达

到 1100 头的规模，每年收入在 400 万元左右。今

后，我们将在努力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

重保护生态环境，致力打造‘云上群加’生态旅游

目的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群加乡乡长汪金花

说。

村里有产业，就能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闫永梅是群加乡上圈村村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

里务工。“我在这里干了 30 多天，活儿比较轻松，

每天工资 180 元。家门口有了养殖基地，以后打

工就方便了。”闫永梅边干活边告诉记者。

赵刚作为养殖基地负责人，有着 5 年养殖梅

花鹿的经验，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细心查看已

经入舍的梅花鹿。“我从 2018 年就开始在田家寨

养殖梅花鹿，2022 年，通过多方努力，争取到了

群加梅花鹿养殖项目。目前，我们养殖基地有

10栋棚，总共有 42个圈舍，存栏量能达到 1100到

1200 头，每年的出栏量能达到 400 到 500 头。除

了活体鹿的出栏，还有鹿茸、鹿肉、鹿血等，包括

后期好品种、好血源的种鹿和基础母鹿的培育也

在计划之中。我们计划，到明年培育 120 头属于

青海高原比较有特色的、产能高的高原梅花鹿品

种。”谈起梅花鹿养殖，他滔滔不绝。

据悉，梅花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血、鹿肉

等拥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市场前景很

好。相比较牛羊养殖，梅花鹿耐粗饲、不挑食，也

不需要太多劳动力，饲料成本也比较低，是一种

百草性动物，特别好养殖。

据赵刚介绍，未来，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将

逐步走上以梅花鹿生态养殖、鹿产品精加工、休

闲观光为一体的发展道路，推动特色旅游业发

展，用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走出一条可持

续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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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照片均由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提供。
本栏目照片由本报记者 罗珺摄

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门店。

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里的货品陈列展示。

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里琳琅满目的青海特产。

青海消费帮扶南京生活体验馆里摆放整齐的青海产品。

快递人员将青海
产品装车发走。

基地负责人悉心照顾梅花鹿。

体验馆工作人
员在分拣来自
青海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