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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雨嘉 洪玉杰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青海高原

的特色冷水鱼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2 月 12 日，在邻近海南藏族自

治州贵德县拉西瓦镇曲乃亥村的黄

河附近，黄河天峡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的工作人员坐着快艇来到养殖

网箱旁，慢慢地收拢渔网，一条条活

蹦乱跳的虹鳟鱼被兜出水面。随

后，选鱼、分级、称重、装车……现场

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

“春节期间，我们的冷水鱼迎来

销售高峰，供不应求。从年初截至目

前，一共销售 989件共计 12123.69公

斤的虹鳟鱼。”合作社负责人朱仁强

开心地说，近日，合作社抢抓时机捕

捞、加工、封袋、打包、装盒等，为了满

足节日需求，还推出了包装喜庆的礼

盒款，吸引消费者购买。如今，经过

包装升级后的冷水鱼，成为了春节消

费市场不可或缺的“俏货”。

拉西瓦地区位于黄河沿岸，水

质良好，为冷水鱼养殖产业发展提

供了绝佳条件。清澈的黄河水孕育

出的冷水鱼肉质好、营养价值高，是

消费者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是走

亲访友的佳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

食结构、饮食理念发生了改变，从“吃

饱”逐渐向“吃好”“吃得健康”转变。

“虹鳟鱼肉质细嫩、弹性大，无细刺，

无腥味，入口之后，细腻、滑爽、多汁，

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它还易烹调，可

生吃、香煎，也可做鱼火锅。此外，虹

鳟鱼脂肪含量低，含有大量的蛋白

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深受

健康人士追捧。”朱仁强说。

那么，如此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虹鳟鱼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春节

期间，记者跟随拉西瓦镇尼那村村

委会主任卓么本走进冷水鱼陆基养

殖基地，看一条条苗种如何从这里

“游”向广阔市场。

走进养殖基地，随着工作人员

一勺勺鱼饲料的洒出，池中的小鱼

苗竞相跃出水面抢吃，温暖的厂房

内，满是生机勃勃的气息。

“虽然是新春假期，但鱼苗的投

喂、养殖却一刻不能停。”基地车间

负责人霍世红每天进行厂房消毒、

清缸、清理鱼苗粪便、为鱼苗补水、

喂食等工作，还要打开供氧系统，保

证鱼苗得以存活。

相比在黄河里的网箱养殖，陆

基养殖能缩短养殖周期，有利于降

低饲料和人工成本，也有利于降低

自然环境下的养殖风险。“鱼卵一周

就能孵化成鱼苗，待小鱼苗重量达

到 50 克时，就能够分池养殖了。在

养殖过程中，通过采用沉淀池、微生

物净化处理设施，对养殖废水回收

处 理 再 利 用 ，不 会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霍世红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该基地建设了 4
座冷水鱼生产养殖车间、业务用房、

宰杀及冷藏库房、室内竞技垂钓基

地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运营期

间，可带动尼那村、曲卜藏村、曲乃

亥村三村村民通过土地租赁、收益

分红直接获益。

“基地离我家只有不到一公里

的 路 ，我 在 家 门 口 上 班 ，每 月 有

3000 元左右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

的老人孩子，生活过得不比城里人

差。”霍世红开心地说。

“新的一年，拉西瓦镇将继续坚

持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以打造

‘三文鱼之乡’品牌为抓手，充分利用

优质水资源，逐步提升养殖和管理技

术水平，促进村集体经济增长提速换

挡，把冷水鱼养殖做成为民增收致富

的‘热产业’，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走实走好产业振兴之路。”拉西

瓦镇党委副书记杨丽君说，目前市场

上对冷水鱼的需求量大、价格也很

好，产业健康发展一定能够助力当地

群众实现“年年有鱼”致富梦。

冷水鱼“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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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气温日渐
转暖。2月12日，在西宁
市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
里，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
起观赏珍稀动物、学习动
物科普知识，和小动物一
起欢喜过新年。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动物园里过新年

本报记者 丁玉梅

2 月 12 日清晨，袅袅炊烟升起，

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北

山乡沙沟梁村笼罩在一层淡蓝色的

烟雾中。砰！早起的孩子燃起鞭

炮，远处社火锣鼓声响起，脱贫户杨

存兰夫妇也早早起来开始忙活。

“今年过年我们俩没休息，超市

一直照常营业着。”36 岁的杨存兰

和好面，转动机器压面，丈夫黄连德

补齐架子上的货品，这个春节，夫妻

俩比往年忙多了！

2023 年 11 月，杨存兰在村里开

了这家超市，2024 年春节期间，日

营 业 额 破 千 ，夫 妻 俩 越 发 干 得 起

劲。“超市能开起来，多亏了驻村工

作队和乡政府。”干完手头的活，杨

存兰坐下来，和记者说起了生活变

化的点点滴滴。

杨存兰母亲患有慢性病，哥哥

因二级残疾，也需要人照顾。她成

家后，丈夫一直在外打零工，后来因

为紫外线过敏，无法长时间在外工

作，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2016 年，杨存兰家被评为贫困

户，她被聘为护林员，一年有一万多

元的工资，丈夫只能在附近找零活

干。“我还年轻，不能就这样一直光

靠政策扶持啊！”于是，杨存兰辞去

护林员工作，先后在政府食堂、县城

超市等打工。

四处找工作、打零工，杨存兰为

一家人奔波的艰辛，驻村第一书记

马天佑和工作队员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他们时常来到她家宣讲党的

惠民政策，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积

极联系县就业局，有合适的培训课

程，便通知杨存兰去参加学习。

驻村干部为杨存兰家用足了政

策：她母亲纳入慢性病范围，医保报

销比例提高，哥哥被纳入低保，每月

有 503 元保障基本生活。2021 年，

通过光伏产业，将丈夫黄连德纳入

公益岗位，每年有 6000元的工资。

“要想防止返贫，稳定增收，还得

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有一次入户至

脱贫户姚海燕家，我们突然有了灵

感。姚海燕脱贫后，在县城开了家蔬

菜销售店，一家人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杨存兰和她情况差不多，小杨是不是

也可以试着自己干点儿啥？”马天佑当

即找到杨存兰，告诉她这一想法。

听了马天佑的话，杨存兰激动

地连忙说道：“马书记，不瞒您说，我

也正有这个打算，最近一直在留意

县城商铺出租情况。不过，一方面

商铺租金太高了，另一方面我也没

啥经验，怕干不好。”

提起资金相关政策，村里没人比

青海银行派驻到沙沟梁村的马天佑更

有发言权了。“你的顾虑我们都理解，

资金方面有党和政府专门针对脱贫户

的‘530’信用贷款，你可以贷上款先干

起来。”马天佑建议杨存兰就近在村里

开商铺，租金较低，能省下一笔钱。

综合考虑后，杨存兰办理了信

用贷款，租用距离村委会几百米处

的村民家院子，自建 60 多平方米彩

钢房，开起了商超。

“从贷款，到宅基地审批手续，再

到营业执照办理，都特别快！”杨存兰

说:“村里老年人比较多，大家平时去

县城的机会少，我就进了些蔬菜水果、

日用百货等，方便大家日常购买。”说

着话，杨存兰眼里盛满笑意，时不时将

村民需要的商品递过去，举手投足间

多了份以往没有的从容和自信。

春节期间，马天佑走访脱贫户，

来到杨存兰的超市，看到夫妻俩忙

得热火朝天，笑着问道：“小杨，年过

得好着没？这两天生意咋样？”

“好着呢！马书记您放心！超市

营业后，家里每天都有进项，而且我

还置办了机器卖面条，生意好的时

候，一天能卖出一袋面粉呢！”杨存兰

说，在家门口开超市，能顺便照顾老

人孩子，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

好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上接第一版）
“就拿巡井来说，前些年全靠步行，每

天 走 个 十 几 公 里 对 我 们 来 说 是 家 常 便

饭。现在条件改善了许多。”黄群记得，刚

到单位时，她发现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存

在不少差距。到了井上，常常因为不够熟

悉而感到恐慌。为了尽快跟上班组其他

成员的脚步，她跟着师傅跑前跑后，只要

有活她就抢着干。

“在我们作业区，‘比、学、赶、帮、超’

的工作氛围十分浓厚。像我师傅就非常

优秀，那种爱岗敬业、互帮互助的工作作

风至今影响着我。”2019年到 2021年，黄群

成了作业区唯一一名女班长。在这里，女

班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角色，为了带好队

伍，她回宿舍后还在复盘一天的工作，常

常忙到深夜。

忙碌中，时间过得很快。12 时，各个

作业区的工人陆续来到食堂，不一会儿，

大厅里就坐满了穿红色棉衣的员工。

“过年前公司就发给我们一张长长的

菜单，想吃什么在小程序上一选就行。”油

井不能离人，每年春节，柴达木盆地都有

近万名石油工人轮班值守。虽然不能回

家跟亲人团聚，但不同于刚到单位时的陌

生，如今的黄群早已将这里当作了自己的

家。

“当然很想念远在老家的父母，但对

于脚下这片土地，十几年干下来，早就有

了一种归属感。”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黄群。对于

过完年即将退休的罗会峰来说，今年是他

在井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有时候工作累了还挺想歇歇，可真

到了退休的时候，心里还真舍不得。”正因

如此，罗会峰格外珍惜跟年轻人碰面的机

会，他想趁着离开前，把心里话说给大家

听听。“现在企业发展得很好，我们工人有

了越来越多的平台 ，我打心眼里感到骄

傲、自豪。”

正说着，远在敦煌的焦金萍给黄群打

来了视频电话。

“过年好啊！你们辛苦啦！”原本在采

油一厂集输站工作的焦金萍去年刚刚退

休。知道黄群她们过年还坚守在岗位上，

这个在青海油田工作了半辈子的石油人

心里充满着牵挂。

“不累不累，我们都好着呢！”看着熟

悉的面孔，黄群心里涌起一阵感动。匆匆

吃完午饭 ，黄群和同事相继赶往生产现

场，继续忙了起来……

奋战新年“开门红”

新春佳节举家团聚，但在藏东高原有

这样一群人，上矿山、选矿石、忙冶炼……

不仅放弃了新春佳节与家人的团聚，还要

克服高海拔带来的身体不适。

“去年 11 月，企业改扩建项目正式投

产，这其中就有新建的选矿厂二车间，由

于各设备还在磨合期 ，作为车间技术人

员，必须抢抓开年关键点，将设备调试到

最优，实现产能全释放。虽然想家，但我

愿意在矿区坚守，力争新年‘开门红’。”大

年初一，坚守在岗位的西藏玉龙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选矿厂二车间技术员胡耀君说。

胡耀君所在的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隶属青海省属国企西部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企业开采的玉龙矿山是目前国

内最大、平均品位最高的露天铜矿，这里

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矿石品位高，但是开

采难度极大。

为了矿业报国，为了国企担当，西部

矿业抽调集团核心力量攻克工艺、研究设

备 、组 织 人 员 ，尽 全 力 成 功 开 采 玉 龙 铜

矿。这场凭借企业科技、人力、物力的斗

争，不仅为了企业发展，更是为了解决我

国铜资源供不应求的市场现状。

2023 年 11 月 8 日，玉龙铜业矿山改扩

建项目竣工启动，这是西矿人又一次向高

质量铜产业开发发起的挑战，智慧、绿色、

高效矿山已在青海国企的努力下，成功走

进现实。

大年初一，虽已立春，但玉龙矿山还

是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寒风呼啸，忍不住

让人打起寒颤。8 时，冒着寒风走进新建

的选矿厂二车间，热火朝天的干劲扑面而

来，工业之美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只见

大型球磨机平稳运转，浮选槽内附着的精

矿泡沫“争先恐后”奔赴下一道工序。

胡耀君穿戴好工装，一早已经来到车

间，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各设备间，对每一

个新运行的设备进行检查，听声音、看设

备、查数字，然后继续提出改进方案，等待

第二天的运转验证。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春节期间胡耀君

还有一个新任务，培训刚到岗的新人。“所

有岗位人员对设备越熟悉，操作就会越熟

练，设备的运转率和生产指标就会越好。”

胡耀君边走边对每一个新人说道，同时，

新春佳节害怕大家想家，他还时不时和大

家唠唠家常，询问有没有身体上的不适。

说起此次培训，24 岁的胡耀君腼腆地

笑了起来，“其实我也是 2021 年才入厂的，

从乐都老家来玉龙的一幕幕还记忆犹新，

没想到这么快成了师傅，带起了新人。”胡

耀君说 ，这里生活区和生产区平均海拔

4600 米，寒冷、昼夜温差大在所难免，但最

难忍的是缺氧 ，刚来的时候每天昏昏沉

沉、头痛欲裂。还好现在厂区条件好，处

处有氧舱，人慢慢也就适应了。

当记者问及，今年不能回家，家里人

怎么说？

胡耀君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一

会培训完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现在企

业生产在关键阶段，我相信家里会理解

的。”

中午休息时间，吃过饺子的胡耀君站

在选矿车间外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他

的背影不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雪山 ，山涧

间，是一条 1.8 公里的传送皮带，将二车间

与采矿区紧密连接，源源不断输送原矿。

在其内部，电机、液力耦合器、联轴器、减

速机、滚筒、皮带、托辊等装置如一支磨合

已久的“老乐队”，在风雪涤荡的宁静矿山

间合奏出一曲高原铜产业新春高质量发

展的“奋进曲”。

守护黄河安澜

大年初二的清晨，当人们还沉浸在春

节的欢声笑语中，夏宸潇开始了忙碌的一

天，设备巡回，安全排查，台账登记……

夏宸潇是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积石峡发电分公司生产部机械班

维护工，2020 年参加工作的他，春节前主

动向班长申请春节值班。

“今年虽然是我第一次春节值班，但

是我有信心，也有能力站好这一班岗。春

节期间，我还想研究机械图纸，提升水轮

机 调 速 方 法 和 原 理 方 面 的 理 论 知 识 水

平。”夏宸潇信心满满地说。

夏宸潇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是

凭着一股子韧劲，奋斗在艰苦一线，取得

了丰硕成果。

2023 年，夏宸潇参与了三台水轮发电

机组及其辅助设备的维护消缺及检修工

作，负责编写分公司部分工程项目的“四

措两案”，修编了四部设备技术规程，负责

的 QC 课题获得了青海省质量协会 QC 成

果三等奖。

积石峡水电站是黄河上游龙青段规

划中的第十一座大型梯级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 102 万千瓦，是我国“西电东送”北通

道的骨干电源点，承担着西北电网重要调

峰、调频作用，年平均发电量 33.63 亿千瓦

时。

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辛勤与付出，

尤其是 2023 年底甘肃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

地震，积石峡水电站距震中只有 16 公里，

地震发生后导致三台机组全部跳闸、孟清

线跳闸。

积石峡发电分公司的干部员工坚守

一线 ，排查震后安全保障和电站现场设

备、水工建筑物安全隐患，全力以赴做好

特殊时期电力保障供应。

春节期间和夏宸潇一样坚守的还有

生产部运行值班长章定山和值班员王凯

旋。

“我们每天加强巡回检查，保证电站

安全生产工作。”王凯旋说，巡回工作琐碎

但重要，每天一轮巡回结束，微信步数都

会上万。

两人每到一处都认真检查设备的运

行状态和实时参数，章定山也总是耐心地

讲解，让王凯旋稳住心性，耐住寂寞，巡回

时打起精神，及时发现设备运行问题，将

隐患及时消除。

春节前被评为黄河公司 2023 年度优

秀奋斗者的杨占东，现任积石峡发电分公

司综合部副主任。他说，其实每一名积石

峡发电分公司的干部员工，都是优秀的奋

斗者，都在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

后方中控室有运行人员坚守，前方主

厂房里的巡检机器人也没闲着。近年来，

黄河公司运用科技兴安手段，着力打造智

慧化电站，利用机器人逐步代替人工开展

环境恶劣、耗费人力的工作。

春节期间，与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

城镇相比，黄河公司水电站里更多的是平

静与安详，坚守在岗的员工，虽然脸上满

是过节的喜悦，但心里却默默拧紧了守护

万家团圆的责任“弦”，这样的年年守护只

为岁岁安澜，别样的春节，别样的担当。

致敬平凡 执着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