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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独特的
地域为其造就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基于生态保护
谋定思变，立足区域优势和资源禀
赋，种植养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蓄力向前，在高
水平保护的维度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
统一，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

牧民群众小心翼翼地栽种下一棵
棵树苗，举手投足间满是对自然的尊重
和保护；走进现代畜牧科技产业示范园
区，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良种牦牛繁育，
传统产业释放新动能；在一个个热门打
卡景区，生态为旅游赋予了更高的品质
更深刻的内涵。生态与产业、生态与发
展、生态与民生同频共振，联农带农机制
不断深化。一路采访深刻感知，生态是
产业提质增效的基础和本底，生态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越来越多的
人从中尝到甜头、得到实惠，大家更加积
极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激发爱
绿护绿的内生动力。铺好绿色底色，厚
植绿色底蕴，保护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从支柱产业到特色优势
产业，生态对产业的支撑作用愈加明
显。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保护好生态
环境，保护好绿色发展的本底。推动
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落实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不断提
升绿水青山的“颜值”、金山银山的“价
值”，在持续增绿中做优做强产业。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让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实现共赢，关键在
人关键在思路，在生态的定量中做好发
展的增量，就要进一步开拓思路、寻觅
出路，因地制宜探索发展优、效益好的
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拓宽适宜发展的

“两山”转化路径，进一步建立健全体系
机制，进一步延伸向优向新的产业链
条，更好地保护自然价值、增值自然资
本，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产
业的高歌猛进，创造更多“点绿成金”的
新奇迹，让生态红利惠及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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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流潺潺，林间鸟鸣啾啾，游客迎来送往……这

是在同德县宗日文化遗址景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度释

放生态“潜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生态旅游提供了

沃土和养分，也为乡村振兴、群众致富拓宽了路子。

在同德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综合办主任严志云的介

绍中得知，宗日文化遗址景区地处九曲黄河第二弯，有

得天独厚的黄河资源，又有历史悠久的宗日遗址，景区

的发展则是充分依托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叠加优势，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了百姓富与生

态美的有机统一。

旅游业发展，不仅盘活了巴沟乡班多村59.8公顷林地

资源，也让班多村的群众有了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严志

云告诉记者，流转班多村的林地打造景区，每年就多了10.5
万元的流转收入，而且景区的发展也带动周边村子的发展。

才保家离景区不远，从前只要农闲就辗转多地打

工，如今家门口有了景区他也就有了干头。从中窥到商

机的才保，把自家院子打造成了集餐饮、住宿为一体的

民宿，而且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一年下来收入颇丰。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游业的发展开辟了“赛道”，也

为群众的“绿色营生”带来了机遇。宗日文化旅游景区负

责人巷欠说，景区发展带动了周边班多村、团结村、卡力

岗村的发展，目前 3个村民宿规模已达 46家，农家乐也让

村民多了增收渠道。还有周边村民，有的在景区谋得一

份稳定工作，有的在景区及沿线做起小本买卖，一年下来

收入不少。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严志云说：“景区在建设和

发展中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因为近邻黄河，自行

购买吸污车对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收集抽离和转运处理。”

从黄河畔的宗日文化遗址景区到巴曲河畔的巴滩百

万亩草原景区，碧绿装点着辽阔大地。再有一个月这里

又将开门迎客，对于同德县尕巴松多镇瓜什则村，优良的

草场资源衍生出高附加值，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也让群众从中受了益。

瓜什则村党支部书记宽卓加告诉记者，景区于2023年投资建设

投用，去年仅开放一个月，实现了26万元的旅游营收，景区提供就业

岗位15个，而且餐饮食材都从村民家中购买。

景区占地 10 公顷，其中 6.67 公顷流转了瓜什则村村民公却

才让家的草场，以 10 年为合同期限，每年土地流转费高达 3.3 万

元，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还有28岁的拉旦多杰，在景区从事厨师工作，一个月6000元的

工资收入让他尝到了甜头。他说：“在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最

重要的是为村里年轻人树立榜样，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发展。”

深知保护好草场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村里的 9个

草管员每周都要定期开展一次草原巡护，党员每月也要巡护一两

次，谈及变化，保护生态已经成为共识和自觉。

生态厚度，决定发展高度。徜徉于绿水青山间，借绿向优的

产业呈现出蓬勃之势，点绿成金的故事也在不断延续。同德县生

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结合，生态效益正在转化为经济

效益，一幅执“绿”为笔、山水生金的美好画卷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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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同德县现代畜牧科技产业示范园，9 座宽

敞整齐的高标准饲棚内，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牦牛正

津津有味嚼食草料。同德巴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

良种牦牛繁育场场长赵永东在添料加草的间隙告

诉记者，目前有种公牛 20 头、良种生产母牛 320 头，

牧户托管牦牛 200多头。

产业示范园与牦牛养殖有何关联，同德县畜牧

兽医站站长林元给出了答案。同德县立足资源禀

赋和区域特点，推动畜牧业全面升级，产业示范园

于 2023 年 8 月投入使用，主攻牦牛良种选育、繁殖、

推广，牦牛种质资源筛选等功能，对推进畜牧业提

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着科技示范引领作用。

以“产业园+公司+合作社+牧户”发展模式推

动联合经营，通过政府引领、企业经营和牧户参与

的模式，推动形成联农带农、互利互惠、利益共享的

发展模式。林元告诉记者，运用科技手段繁育优质

良种牦牛，一方面可以减少草原载畜量，缓解草原

压力，降低养殖成本，另一方面在全县推广大幅提

高良种牦牛覆盖率，牦牛的生产性能和产肉效能实

现同步提高，直接产生经济收益。

“不断加大畜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随着人工

冻精和人工授精技术的攻关，牦牛的繁育规模将得

到大幅提高。比如以前优良种公牛和良种生产母

牛的配比是 1比 20，如今通过人工冻精技术，生产母

牛规模可达到 4000 头，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

效率。”林元说。

在同德县，畜牧业是支柱产业也是优势产业，

而低成本、高产出的牦牛繁育背后，是产业与民生

的同频共振。林元介绍，本着畜牧业从数量型向质

量型转变，培育的优良品种推广辐射全县 4 个牧业

乡镇及村社，形成一套科技含量高、可操作性强、具

有可复制性的联农带农机制。

据了解，同德巴宗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以 3 年为一个周

期，每一个周期向尕巴松多镇、唐谷镇、河北乡、秀麻乡四乡

镇所有行政村的牦牛养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提供 150 头优

良犊牛。林元说，2023 年是犊牛发放第一个周期，按照尕巴

松多镇 35 头、唐谷镇 45 头、河北乡 40 头、秀麻乡 30 头发放规

模，150头良种犊牛已全部发放下去。

本巴杰布是同德县河北乡格什格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的理事长，也是格什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他的

介绍中得知，牦牛养殖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特色优势产

业，产业链条已经延伸至畜产品加工，去年他们领到 10 头良

种牦牛，半年过去了长得很健壮。目前，格什格村有 6 人依

托牦牛养殖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月工资 3600 元，一年下来

收入可观。

正如本巴杰布所言：“优良种牛的推广直接连着经济效

益，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群众，去年我们不仅实现了每人 2500
元的分红，还缴纳了村民的医疗保险费用，相信以后养殖效

益和群众收入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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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草原又吐新翠，牧民耕耘在这片绿意

盎然的草场。眼前是同德县唐谷镇加拉村的集体

草场，也是阿尼玛卿山脉水源涵养与草原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实施区域之一。230 多人的植树现场

忙忙碌碌，背运树苗、挖坑栽种、填土浇水、覆土固

定，栽种下的树苗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草原上

连出一片新绿。

加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才格算了一

笔账，341.33 公顷草场归村里集体所有，依托修复

项目将种植 37 万棵青海云杉，村民栽种一棵树可

得 2.1 元劳务报酬，后期还将拉 11 万米网围栏，用

工收入预计可达 103万元。

才格说，按照统一安排，大家在 5 月统一种树，

20 多天下来收入将增加不少。40 岁的赛哲原本在

县城打工，每个月 2000 多元的工资，在这种了 3 天

树，每天平均种 100 多棵树苗，预计 20 多天下来收

入是之前打工的两倍。赞公杰和妻子已经种了 8
天树，他每天的收入基本保持在 260 元，妻子的收

入也不错。

目光向远，成片的树苗一眼望不到边，才格告

诉记者，从 5月 5日种树以来，已经栽种完成了总量

的 60%。和唐谷镇其他行政村不同的是，加拉村

“两委”前期与标段项目部积极沟通争取，项目所辖

加拉村区域内由本村人种树，并由村“两委”、党员、

生态管护员现场监督。

才格表示，在自家草山上植树，大家更用心也

更操心。他说：“按照种树标准，草皮小心翼翼地挖

起再回填。”从现场看，栽过树的地方基本看不出痕

迹，绿油油的小草正向阳生长。

草原上，加拉村村民用行动植绿爱绿护绿，一

棵棵翠绿的树苗迎风摇曳展示出朝气和希望。正

如唐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洛桑旦贝坚赞所言，通过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的实施，夯实了生态保护基础，增加了群众收入，

也为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当高质量生态增绿与高水平助农增收有机结合，受益者

当属当地群众。加拉村拥有 4960 公顷草地、16.8 公顷耕地，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产业，2023年村集体

经济收益突破百万元大关，成为海南州村集体经济 50 强村

之一。

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37 万

棵树茂密葱郁，成为草原上一处绝美景观。但对于加拉村而

言，种树从一定程度上使得载畜草场面积减少，因此围绕壮

大村集体经济、做强优势产业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我们将积极转变思路谋发展，一方面提前做好规划，

推动以青稞为主的种植业实现高质高效发展；一方面围绕

畜牧业补链强链，充分利用好村里即将建成的冷库，围绕

特色养殖产业搞畜产品精深加工，做强村集体经济的同时

带动村民的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面对未来，才格信

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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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产业化
黄河川流而过，草原生机盎然，产业逐绿向

“新”。对于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海南藏族
自治州同德县而言，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肩负
着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生态贯穿于发展的各领
域全过程，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而成为
优势产业。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同德县立足地域特色，凸显资源优势，挖掘生态
潜力，从生态项目实施到产业提质增效，在生态
的维度中做长可持续发展的“半径”，大力推进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双向转化，生态与发展比翼齐飞。

——打造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板系列调研之六的实践样板系列调研之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明慧宋明慧 才贡加才贡加

生态注“颜”产业提“价”

视点

唐谷镇加拉村村民栽树现场。 本报记者 才贡加 摄 良种牦牛。 同德县委宣传部供图同德县委宣传部供图 山水资源注入“美丽经济”。 同德县委宣传部同德县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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