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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无数学子在学有所成后

毅然返乡回到高原，加入创业队伍，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力量。作为高原地区的特

有产业，牦牛养殖成为众多青年选择的创

业项目，“90 后”项青本和旦达尔的养殖故

事就要从牦牛说起。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

洛藏贡麻村六社，一提到项青本的名字，乡

亲们都会说，“这个小伙子，咱们是熟得不

能再熟了！”

之所以成为这里的“红人”，是因为项青

本 2019 年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他通过和

伙伴旦达尔的摸索，将过去家乡传统的“山

上放牧养殖模式”转变为“山下合作社科学

养殖模式”，不但自己成功致富，还带动众多

乡亲一起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以前社里的村民都是顶风冒雨、赶

牛挡羊，以散养放牧为生。”为了改变传统

畜牧模式，项青本和旦达尔通过多地观摩

考察，看到了舍饲养殖的商机，通过不断

摸索尝试，于 2021 年 5 月建立刚察贡桑神

山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鼓励村民入股

加入，彻底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观

念。

项青本所在的果洛藏贡麻村，曾是一

个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贫困村，共有 639
户，2458 人。依托党的好政策，村里依托

牛羊养殖、生态旅游两大产业，2017 年实

现整村脱贫。

走进村子六社，刚察贡桑神山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便坐落于此。这片养殖小区

占地1.67公顷，拥有4座养殖大棚，1座储草

棚，1座饲料间……据项青本介绍，合作社由

村六社和五社 24 户家庭入股开办，统一进

行智慧化养殖。目前，合作社已经分红两

次，每家每户最少分得1万元。

合作社的草山有 888 公顷，随着养殖

规模逐渐扩大，养的羊从最初存栏 500 只

已达到目前的 700 只，代养的 200 多只母

羊产羔率达 95%；牦牛从成立之初的 1030
头发展到如今的 1200 头。而养殖牦牛和

藏羊，只是他们的初步计划。今年，合作

社还开始生产牦牛酸奶、牦牛奶、酥油、曲

拉、风干牛肉等农副食品并进行销售，深

受老百姓的欢迎。11 月初，项青本和旦达

尔又大胆开办了新的饲料厂，一来方便自

家合作社的牛羊养殖，二来也可以再卖给

牧民增加合作社的收入。

11 月 16 日，在刚察县举办的 2023 年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介会暨第二届青海

湖草原冬肉节上，项青本和旦达尔为现场

的 消 费 者 熬 制 了 合 作 社 特 产 的 牦 牛 奶

茶。一口醇香、恋恋不舍，不一会儿，合作

社生产的牦牛酸奶和牦牛奶就被一抢而

空。最近，他们将牦牛酸奶、酥油、牦牛奶

正式入驻美团外卖和滴滴外卖，上线后天

天都有订单，接单送货，尽管目前的数量

还不算多，但他们一直在为合作社美好的

明天持续努力着……

提起这本“致富经”，合作社副理事长旦

达尔感叹道，“合作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

绩，真是想不到。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市场、

技术、资金都很重要，最关键还要不断更新学

识，才能将合作社良好运营下去。”

如今，通过村里 3 家生态合作社牛羊

养殖的产业，果洛藏贡麻村的发展看在眼

里，说起村里的变化，每一位村民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这样的变化基于当地各

部门的共同努力，更得益于牧民们在发展

中自身思想产生的变化。

近两年，刚察县重点围绕特色产业培

育高素质农牧民。针对农牧民的自身培

训意愿和需求，开设了动物疫病防控、农

机操作与维修、畜牧养殖、乡村振兴与农

牧业发展培训班，培育了上百位种养加能

手、农村创新创业者、乡村发展带头人，以

及适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急需的高素质

农牧民队伍。

“学员们去省内大型养殖场、大型培

育繁育中心、加工厂、牛羊饲料厂等观摩

实践，从牦牛养殖、动物传染病防治、牛羊

肉品种分类和深加工、如何运用自媒体电

商拓展销路并提升品牌知名度等各个方

面深入了解学习，最终把学习成果带到产

业实践中去，在提升能力水平的同时，也

进一步增加了群众收入。”刚察县农牧局

高素质农牧民培训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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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合伙创业 生态养殖助农牧民增收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强农兴

农，人才是根本。

10 月中旬，走进海东市乐都区

峰堆乡上二村马铃薯种植基地，伴

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村民们在田

间忙碌地捡拾、分类、装袋，分工合

作，有条不紊。

“今年马铃薯行情较好，近期正

是销售旺季，我们种植的马铃薯品

种不仅远销无锡等地，也是本地市

场的热销品。”昔日用来糊口的马铃

薯变成了今天的致富“金蛋蛋”，峰

堆乡上阳洼村村民郭文奎说，多亏

了有个带头人。

郭文奎口中的带头人是海东市

乐都区合瑞顺洋芋良种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乐都区峰堆乡上一村

村民郭占福。

峰 堆 乡 地 处 湟 水 谷 地 南 侧 山

地、沟谷地，马铃薯种植一直是这里

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利用好海拔

2700 米以上适合种植土豆的土地优

势和便利的交通优势，把传统的“土

蛋蛋”变为乡亲们致富的“金蛋蛋”，

这是土生土长的郭占福一直以来的

期盼和渴望。

2014 年，郭占福参加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学习先进的马铃薯种植

技术。他大胆突破传统，投资 1.5 万

元购买马铃薯微型薯 3 万粒，建立了

10 亩（1 亩≈0.067 公顷）马铃薯原种

基地，当年就收益 8.5万元。

为持续做大做强土豆产业，他

还积极引进下寨“65”、青薯 9 号、乐

薯 1 号等马铃薯新品种，并努力打造

新品牌，于 2015 年注册了土豆商标

“占福土豆”。

“ 前 几 年 ，我 们 全 乡 共 种 植 了

3000亩‘青薯 9号’马铃薯，平均亩产

有 3000 公斤左右，和普通的小麦、油

菜籽相比，增收效果明显。”如今，郭

占福成了乐都区远近闻名的马铃薯

种植大户，他带领着乡里上一村、上

二村、上阳洼等村的 101 户合作社社

员将马铃薯种植业不断发展壮大。

2019 年，郭占福与中科院合作，

引进了马铃薯新品种冀张薯 12 号，

当年在脑山地区试种亩产达到 6000
余公斤，该品种为乐都区川水地膜

和双膜种植提供了优质种质资源，

有效缓解了乐都区马铃薯集中上市

所形成的销售滞后不利局面，延长

了马铃薯销售时段，为二茬复种提

供充足时间，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020 年，郭占福又一次大胆尝

试 马 铃 薯 生 产 全 程 机 械 化 示 范 项

目，建成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试

验田 200 亩，为乐都区马铃薯生产全

程机械化技术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目前，合作社通过租赁群众撂

荒地、流转土地、土地入股、土地托

管等方式，形成了合作社+农户种植

模式，种植面积达 2000 余亩。依托

青海省许振林创新工作室的资金帮

扶，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种植技术，

先 后 在 省 、市 融 资 平 台 融 资 100 万

元，购置动力机械 12 台，实现了马铃

薯种植由传统农业向机械化、规模

化种植的转变，作业效率得到很大

提高，且每亩节约成本 500 元左右，

经济效益提高 20%至 30%。

从一个普通村民变身“乡村致富

带头人”，郭占福坦言，是不断的学习

培训让他懂得了怎么走好马铃薯产

业的发展之路。为了让更多的乡亲

掌握种植技术，他倾囊相授，把“课

堂”搬到田间地头，培养出了一批技

术能人。不仅如此，近两年他还自己

出资先后组织 10 名合作社社员到四

川、陕西等地参加马铃薯种植专业培

训，让他们掌握更加先进的种植技

术。同时，从社员中选培 10 名丧失

部分劳动能力不能外出务工的群众

组建了“土豆”生态看护队，不仅让困

难群众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而且让全

村的田埂也更加整洁。

今年 10 月下旬，乐都区开展了

为期 20 天的高素质农牧民培训，共

培训农牧民 500 人。此次培训通过

集中面授、典型介绍、案例教学、座

谈交流等形式开展课堂教学，同时

选择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观摩点进

行教学观摩，聘请农业技术专家开

展观摩研讨、技能实训等现场教学。

“通过培训，使种植户及时有效

地掌握农业科技新技术，更新从事

农业生产的理念，农民增收成效显

著。通过产业带动农民发展，在实

践中不断积累种养殖经验，探索出

了一条增收致富的道路。现在，农

民家庭纯收入明显增长，农民应用

技术的能力明显提高，农民思想文

化素质明显提高，农民经营管理水

平明显提高，全区涌现出了一大批

典型的高素质农民。”乐都区农广校

校长吴文祥介绍说。

培育乡土人才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在海拔 4000 米的玉树藏族自治

州，34 岁的白卡和 26 岁的代青永措

通过大胆谋变和创新发展，成为了

当地杰出的女性创业代表。

出生在玉树市哈秀乡云塔村的

牧羊女白卡，如今是玉树州玉树市

牧女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她还有

一个身份是玉树“曲克安哒”非物质

文化遗产制作技艺州级传承人。白

卡是从小看着奶奶制作“曲克安哒”

手艺成长起来的，2015 年，她瞄准这

项老手艺，走上了创业的新路子。

“曲克安哒”藏语意为香醇的奶

膏 ，距 今 已 有 4000 多 年 制 作 历 史 。

这是一种以牦牛奶为原料，将牦牛

奶中的酥油、曲拉分离以后，经过数

十次的提取与发酵，最后凝结出一

种酸中带甜的糖浆，可做成糖果、化

妆品等产品。

从“家庭作坊”到“农产品合作

社”，在创业发展过程中，白卡解决

了很多妇女的就业问题，并发展起

自 己 的 特 色 招 牌 商 品“ 藏 式 荨 麻

茶”。据白卡介绍，选择这个创业项

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这项手艺，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动更多掌握了这

门手艺的藏家妇女共同致富。

白卡利用学到的知识和长期积

累的经验，发挥牧场的养殖优势和

“曲克安哒”制作手艺，将生态旅游

和非遗文化有机结合，打造了一条

集体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精品线

路，在白卡看来，“有尝试才有更多

的可能。”

目前，白卡经营的公司研发的

面膜、糖果、肥皂等产品已销售到北

京、西藏等地，现在她正计划着进一

步提高产品的生产标准、拓宽销路。

今 年 26 岁 的 代 青 永 措 出 生 于

玉 树 州 玉 树 市 巴 塘 乡 相 古 村 。

2019 年，大学毕业后的代青永措返

回家乡，帮助父亲打理因销路不畅

而 一 度 面 临 倒 闭 的 土 特 产 店 铺 。

“ 我 想 通 过 我 的 努 力 ，让 家 乡 的 产

品走出大山。”代青永措说。

为了让玉树更多的农特产品有

销路，代青永措重新注册成立了玉

树市察吾拉养殖种植专业合作社，

与当地 79 个牧户及合作社签订了购

销协议，发展了北京、上海、广州、西

藏、四川、云南等地的农特产品代理

商近 39家。

从濒临倒闭到门庭若市，从年

年亏损到月收入几万元，代青永措

通过直播带货、授权代理、合作购销

等多种渠道，帮助合作社、周边牧民

销 售 农 特 产 品 ，为

家乡的“土货”插上

了“翅膀”，也帮助

乡亲鼓起了腰包。

两 年 多 来 ，代

青永措家的店铺销

售收入从接手当年

的 9 万元增加到了

2023 年的 240 余万

元 ，她 还 把 玉 树 的

牦牛奶销往了香港

市场。“通过大家的

努 力 ，我 们 把 家 乡

的农特产品卖了出去，消费者对产

品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代青

永措说。

白卡和代青永措的创业之路都

离不开玉树市的高素质农牧民培育。

不久前，玉树市再次举办高效

畜 牧 养 殖 培 训 班 ，50 名 乡 村“ 农 牧

民”经过 8 天“理论+实操”专业培训

和技能考试变身为“土专家”。据了

解，结合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的新业

态需求，今年玉树市通过学员培训

意 向 申 报 ，以“ 双 语 教 学 ＋ 经 验 分

享”形式向农牧区青年开展农村电

商知识培训，培养了一批懂市场、有

技能、会网销的复合型“新农商”。

“近年来，玉树市高度重视高素

质 农 牧 民 培 育 ，通 过‘ 走 出 去 看 一

看，带进来学一学，坐下来谈一谈’，

将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乡村建设、

科技支撑等现代化乡村建设中急需

的意识、技术、基础等在一线农牧民

群众中进行广泛普及，让越来越多

的高素质农牧民自觉投入到了乡村

振兴队伍中。”玉树市农牧和科技局

科协主席才仁卓嘎说。

高原上的“格桑花”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高素质农牧民培育作为一项

重要的民生工程，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

青海省农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2023 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在青海

省农业农村厅的安排部署下，各市、州农业农村部门及各级广

播电视学校积极发挥各自作用，本年度青海省高素质农牧民培训

工作从 10 月中下旬自省本级至各市、州、县陆续开展。培训工作聚

焦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乡村振兴“八大行动”等内容，以培

育高素质农牧民，提高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核心，设置农业科

技知识、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与营销、农业绿色发展等课程，重

点围绕我省特色小麦、青稞、玉米、马铃薯、油菜，兼顾蔬菜等经济作

物，开展单产提升培育工作。

返乡创业大学生、产业带头人、专业农机手、创新创业典型

代表……2023 年，青海计划培育高素质农牧民 7000 人以上，

通过各类实践操作和经验分享等活动，培育一支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牧民队伍，在提

高生产技术技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的同时，

为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支撑。

本
报
记
者

谭

梅

项
青
本
和
旦
达
尔
向
顾
客
介

绍
自
家
特
色
产
品
。

谭
梅

摄

项青本和旦达尔在合作社的夏季牧场项青本和旦达尔在合作社的夏季牧场。。 李文君李文君 摄摄

郭占福查看马铃薯茎尖脱毒苗的成活及长势情况郭占福查看马铃薯茎尖脱毒苗的成活及长势情况。。（（受访本人供图受访本人供图））

代青永措在直播介绍高原青
稞食品。 （玉树市农牧局供图）

白卡（左一）向观光人士介绍自己的产品。
（玉树市农牧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