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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区藏式金丝手工制作室内，工作台前的手艺人将一根金箔
丝，上下翻转，左拼右剪，再将颜料着色。经过精心制作，一幅幅色泽艳丽的掐丝作品逐渐成型。工作室负责人告诉记
者，制作掐丝画过程中，他们传承老技艺，创新新手法，不仅带动妇女就业增收，还使掐丝画这一非遗传统技艺得到了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掐出指尖上的非遗

本报记者 张多钧 公保安加 才贡加

3 月 13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自治县西滩乡卫生院人声鼎沸，前来

筛查“两癌”的妇女把门诊大厅围了个

水泄不通，卫生院医护人员忙得不可开

交。

西滩乡卫生院院长万成录忙里偷

闲地说：“我们已经连续做了 13 天的体

检了，农村妇女‘两癌’筛查、学生肝包

虫筛查、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筛查等，

就没闲过一天。现在的乡镇卫生院再

也不像过去那么清闲了，仅一年内的基

本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项 目 就 够 我 们 忙 的

了。”

万成录从 2015 年就在乡镇卫生院

工作，那时候的乡镇卫生院工作轻松，

一年下来也没几个住院病人。最多就

是买点头疼脑热的药，更没有一系列的

检查筛查。

近 10 年时间，万成录经历了乡镇

卫生院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滩乡卫生院距离门源县城不足

10 公里，又与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相

邻，过去群众看病都是到县城大医院或

者直接去西宁看病，甚至跑到民乐县看

病住院，很少有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

的，有时遇上健康检查，需要村医挨个

上门动员群众到卫生院参加体检，出现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群众的不信

任。”万成录直言不讳地说。

如今，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每次

健康检查，村医在微信群通知一声，几

乎都来参加。“全乡 10 个行政村，如有

健康体检任务，每个村基本一天时间，

有些当天来不了的村民，都会提前几天

来卫生院，提前做体检，群众的健康意

识越来越强了。”万成录说。

万成录对比了一组数据，2015 年，

门诊每天就诊 5 人左右，医院只有 5 间

房，住院床位 6 张，7 名医护人员。如

今，卫生院门诊日就诊 50 人以上，住院

床位 40 张，正式在编医护人员 14 名，副

高级职称的就有 6人。

“去年一年，卫生院住院人次 600
多人，是全州乡镇卫生院中住院人次最

高的，收入达 210 多万元，全州乡镇卫

生院排名第三。”万成录自豪地说。

乡镇卫生院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

一方面来自硬件设施的改善，另一方面

来自软实力的提升。万成录说，这些

年，卫生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硬件配

备齐全，彩超仪器、生化分析仪等先进

的设备全部配齐，血液分析都能在乡镇

卫生院完成，人才方面，采用“请进来”

与“走出去”结合，提升医生水平，卫生

院副高级职称医护人员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多的转变。

今年 56 岁的苏学文是卫生院的老

人，从参加工作至今的 31 年时间里，一

直在西滩乡卫生院工作，也是附近乡镇

略有名气的中医，在他的眼中，乡镇卫

生院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形容一点也

不为过。

“以前的乡镇卫生院主要是群众买

药，卫生院内学科也没有明细的划分，

医生什么都懂一点，但又什么都不精。

现如今，科室划分明确，儿科、妇科、内

科……一应俱全，医护人员都是术业有

专攻。”苏学文告诉记者，卫生院的中医

理疗是特色，这些年相继开发出了按

摩、针灸、姜疗、蜡疗、足浴等特色疗法，

效果显著。

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乡镇卫

生院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家门口医院。

这两天，家住上西滩村 81 岁的张兆学

在卫生院住院。春季流感逐渐好转，张

兆学说，现在最相信的就是卫生院。

原来，但凡身体不舒服，张兆学首

先往大医院跑。2022 年 12 月，张兆学

肺部感染，省内省外跑了好多医院，但

始终不见好转，无奈只能回家。回家

后，疼痛难忍的张兆学到卫生院打止痛

针，卫生院一边止痛，一边采用中医疗

法诊治。一个月后，张兆学恢复了，到

县医院一检查，肺部感染已经痊愈，卫

生院创造了奇迹。

“如今，卫生院的口碑非常好，群众对

我们的信赖是我们最大的欣慰。这两年，

群众有啥不舒服第一时间先来卫生院诊

治，甚至连甘肃民乐县相邻乡镇的村民都

会到这边来诊治。”万成录如是说。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有“医”靠

本报海西讯（记者 李庆玲 通
讯员 刘汉伟） 三月春风携暖意，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治

理后的盐碱地焕发出勃勃生机。为

有效提高盐碱地利用水平，德令哈

市通过科学改良土壤、推进适土适

种、引进优质品种等措施，在盐碱

地上打造了 0.44万公顷高标准饲草

种植基地，种植青贮玉米、苜蓿、

燕麦等饲草作物，积极打造“草畜

一体化”全产业链，不断塑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优势。

德令哈市通过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等科

研院所合作，运用自主研发的高寒

区饲草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作为物

理改良手段，结合碱水沉降和土壤

置换等工程改良措施，建立核心技

术示范区 3 个，试验基地 2 个，成

功改良盐碱地 0.27万公顷。引进青

海奔盛草业有限公司，牵头组建农

业农村部西北耕地保育与边际土地

改良重点实验室，通过柴达木盆地

盐碱地综合改良集成技术应用，将

盐碱地建成全省最大的集中连片饲

草种植基地，初步构建“科研试验

基地+示范展示基地+基层农技推

广站点+新型经营主体模式”为范

例的产学研推结合的协同推广机

制。

在 大 力 发 展 饲 草 产 业 的 基 础

上，德令哈市按照“以草定畜、以

畜促草、草畜互动、共同发展”的

“草畜一体化”发展思路，组建牦

牛科技产业园，加快建设“10 万

亩饲草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逐步

形成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农畜产

品生产加工、粪肥还田的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着力打造“草业公司+
饲草基地+牦牛养殖基地 （场） +
牛羊肉及饲草加工+有机肥加工+
合作社＋农牧户”草畜一体化全产

业链。

德令哈

盐碱地“变身”
饲草种植基地

（上接第一版）
“如今，我们追求的是超高硼酸纯

度，利用本土资源，完全自主研发、生

产出超纯硼酸产品，不仅仅是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和生产质效的提升，也是

企业问鼎国内一流，甚至是赶超国际

标杆的底气。这几天，来自韩国的客

商专程到公司考察，对我们来说这是

契机、更是动力。”李洪岭说。

创新，是跻身全球企业的底气

“二期精馏塔只有一条线，10 座

精馏塔，年产高纯晶硅 10 万吨，相比

一期两条线，18 座精馏塔，年产高纯

晶 硅 5 万 吨 ，实 现 投 资 成 本 大 幅 降

低。而且引入 AI 控制理念实现精馏

系统自控，通过参数连锁自动化控制，

塔温度波动数值在极小范围。设施

‘瘦身了’，质效反而更高。”采访中，青

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首席技术

官冉祎满是自信。

青海丽豪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

于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红牙合村

258 号，是一家电子专用材料研发企

业，主要从事高纯晶硅等半导体材料

的工艺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配

套新能源业务。企业立足西宁资源禀

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把资源能源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产业优势，把绿

色优势和具体产品融合在一起，形成

了自己的绿色产品优势。

公司二期项目在投资大幅降低的

基础上，通过科研技术团队不懈努力，

精馏流程、控制明显提升，生产效率、

产能也随之提高，投运后一个月就实

现了达产达标、稳定运行，产品金属杂

质含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且蒸汽消

耗比一期更佳，还原副产蒸汽还可转

化为电能，减轻了企业耗电成本。

“西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创新

主体需求和科研攻关方向，谋划科技

创新赋能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

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像青海丽豪

等光伏制造、锂电储能、碳纤维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速了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应用和迭代示范，不断提升着西

宁市产业链韧性和发展水平。”西宁市

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子莹

说。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2023 全球独

角兽企业 500 强、首批 N 型硅料出口

海外、2023 年实现产值近 52 亿元……

一项项丰硕成果，让企业的发展活力

更强、信心更足。目前，青海丽豪一、

二期项目均已达产，预计 2024 年产值

100 亿元。冉祎介绍，青海丽豪在实

现设施更精、产能更高的同时，也在逐

步完成固废零排，正在向“零碳工厂”

目标跃进。

创新，是百姓品质生活的“福气”

位于西宁市湟中区田家寨镇梁家

村的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是西宁本地走俏市场新鲜蔬菜的

“试验田”。企业致力于良种繁育、种

质资源提纯复壮、新品种引进试验示

范推广、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

及产业化。

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梁昇先既是企业的负责人，也

是农业“土专家”，多年来，他深耕种质

资源保护、农产品提纯复壮、新产品试

种领域。在他看来，自家的宝地里不

仅要种出适合本地的传统蔬菜，而且

还要种植可引进、可培育、可创新的农

作物。

几年前，梁昇先引进四季豆品种，

一时间西宁自产四季豆“霸占”各大商

超，而后可以“开袋即食”的水果玉米

又 迅 速 占 领 市 场 ，深 得 西 宁 市 民 喜

爱。2023 年，梁昇先引进紫色辣椒，

这个品种味甜、富含维生素，辣度适

中，第一轮小面积试种后，今年，随着

大面积试种成功，紫色辣椒将在本地

市场全面推广。

瞄准西宁独特的冷凉气候，依托

地理区位、创新资源、特色产业等方面

的优势，梁昇先先后从四川、云南、重

庆等地引种试种并成功推广了一批优

质农产品。

从四季豆、水果玉米，到紫色辣

椒，这些“惹人爱”的蔬菜引进培育成

功的背后，都有着满满的技术含量。

“四季豆盛花期要加强田间水肥管理，

中耕锄草，保持标准温度、湿度。紫色

辣椒种子经过严密处理后才能点播，

气温也有严格控制的标准，而且需在

生长期移栽，到三杈分枝后，实施人工

干预，使其生长旺盛，而鲜食水果玉米

则需要侧芽营养回流主枝技术。”说起

每一种蔬菜的种植技术，梁昇先如数

家珍。

“我们会持续支持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围绕行业转型需求，不断推

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

级。继续发展好本地特色现代化农

业，实施市级农业科技园培育壮大工

程，打造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农业

科技创新主体。同时，强化资金引导，

以普惠性科技创新券、科研项目直接

补助和后补助等方式支持企业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让企业靠科技创新拓开

产业创新之路。”赵子莹说。

西宁“智”造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果洛讯 （记者 李永波） 3
月 31 日上午 11 时，果洛藏族自治州

2024 年消费促进年启动仪式暨“乐享

初春·惠聚果洛·助企惠民”促消费活

动在果洛州玛沁县文化旅游中心广场

隆重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努力在果洛州掀起

百企千店共参与、千家万户同受益的

良好风尚。

此次促消费活动有超过 200 家外

卖平台公司注册商家参加，由果洛州

工信商务局负责统一发放消费券，总

金额达 30 万元。活动时间自 3 月 31
日至 4 月 21 日，共 23 天。活动范围包

含零售、餐饮、特色农畜产品等多个门

类，力求通过行业联动、城乡互动，创

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升级，推

动经济增长，惠及百姓生活。据介绍，

果洛州将在 2024 年在全州范围内陆

续举办各类促消活动，进一步激发果

洛州消费市场活力，为果洛州经济稳

增长和商贸流通服务业恢复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果 洛

发放30万元消费券促消费

本报海东讯 （记者 牛玉娇） 3
月 28 日，海东市首批基层理论宣讲面

对面示范点授牌仪式暨全市理论宣讲

推进会在平安区举行，全市首批 7 个

“基层理论宣讲面对面示范点”确定并

授牌，将为“五个新海东”建设提供强

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基础。

据介绍，为打通基层理论宣讲“最

后一公里”，海东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出

乐都区委党校理论宣讲示范点、平安

区“枫警”理论宣讲示范点、民和县委

党校理论宣讲示范点、青海省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理论宣讲示范点、互助县

五十镇班彦村理论宣讲示范点、化隆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理论宣讲示范

点、红光村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理

论宣讲示范点等 7 个宣讲阵地，通过

“建强一个点、连成一条线、带动一个

面”示范效应，搭建理论与普通群众之

间的桥梁，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海东市委讲师团通过构

建“1+8+X”宣讲“雁阵”队伍体系，建

立八支市级特色宣讲队和 160 多支基

层特色宣讲队伍，开展“八讲十进”宣

讲活动和抗震救灾巡回宣讲，充分利

用 党 校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所 、

站）、农家书屋等学习“主阵地”，将理

论知识从“会场”延伸到“现场”，充分

利用党史村史馆、党性体验馆、革命纪

念馆、公园、广场作为常态化宣讲场

所，把宣讲课堂搬到农家院坝、田间地

头、文化广场、建筑工地等基层一线小

场景，让宣讲“接地气”“冒热气”，着力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基层落地生

根。

海 东

确定首批7个
基层理论宣讲面对面示范点

诊治。 便捷式结算。 本报记者 张多钧 公保安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