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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酥香的牦牛肉干、鲜美的藏羊肉、浓郁的牦牛

酸奶、健康低糖的青稞米……不久前，在“净土青

海·高原臻品”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江苏专场推

介会上，来自青海 20 家企业的数百种绿色农产品和

有机畜产品集中亮相南京市，这些带着青海印记的

农畜产品为当地的企业和客商带来一场高原美食

的饕餮盛宴。

“青品入苏”，当日最令人关注的是青海农畜产

品江苏前置仓正式启用。这座占地 3000 平方米，有

着冷鲜、冷藏、冷冻等多种模式的仓库，由青海省供

销社合作社、江苏省供销总社牵头搭建，是青海各

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省外市场的一个大型中

转站，不仅为“青字号”产品打入江苏万亿级消费市

场积极布局，还通过江苏特殊的地理位置辐射到整

个长三角地区。

“我们的农畜产品在输出上遇到最大的‘卡脖

子’难题就是物流，从青藏高原到南方，路程长且温

差大，有许多企业即便是找到了合作商，都要承担

较高的物流成本，线上的店铺也会因为邮费高而让

消费者望而却步。前置仓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将青

海农畜产品统一运往这里储藏，再从这里走向更多

省外市场，青海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也有望实现

‘江浙沪包邮’。”省供销社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前置仓的成功建立就是苏青两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建设好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生动实

践。

无论是政府搭建平台，还是企业自我探路；无

论是消费帮扶，还是互联网借力，放眼高原，如今

“青字号”品牌建设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的大力推进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前，青海

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春油菜杂

交制种基地、青稞加工基地、冷水鱼生产基地和有

机枸杞生产基地。在 16 个大中城市及援青省市建

立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专供基地、体验店及窗口 26
家，2023 年累计向省外输出牛羊肉、油料、青稞、露

地蔬菜等农畜产品价值达 168.2亿元。

“青字号”品牌影响力的逐年提升是输出地建

设有成果、有进展最直接的表现，“卖得好”是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最终目的，而这背后是

绿色发展贯穿始终的生动实践。

“生态、绿色、有机”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农牧业发展的底色，作为纯牧业县，如何在生态发

展的同时推进产业发展，成为不断探索的目标和方

向。如今，已成为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

行示范县的久治县，凭借着“久治牦牛”畜种的优良

性和牦牛全产业链的不断完善，正在成为青海绿色

农牧业发展的示范样本。

从传统、落后的散养放牧，到高标准畜棚、贮草

棚等利用基础设施优势推进的高效繁殖养殖新技

术，久治县索乎日麻乡索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

社的牦牛养殖，打破了牧区普遍存在的牦牛单季出

栏和“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传统规律，并采用

舍饲同放牧相结合的牦牛饲养方式，实现牦牛反季

节错峰出栏，在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

产业增收，促进产业不断壮大，建成了集畜产品加

工、储存、展示为一体的产业发展基地，成为久治县

乡村振兴战略示范试点。

养殖技术更新、养殖设施升级，养殖观念转变，

从索日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牦牛产业的发展

中能够窥见全县牦牛养殖提质增效的发展样本，而

对于久治来说，养殖也只是全产业链的一环。

“在活畜交易、牛羊屠宰环节上建平台、给渠

道，我们依托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

司、久治县青南畜产品交易市场和在建的活畜贸易

陆港基地，建立冷链物流体系，稳步扩大牲畜出栏，

积极打造全省绿色牦牛经济基地和青甘川三省物

流集散地。年出栏牦牛 9 万头左右，出栏率达 34%，

畜产品牛肉产量 8700 余吨。”久治县农牧水利和科

技局副局长莫华青介绍，不仅是牦牛肉类输出已通

过有机认证，成为有机奶源的“久治牦牛奶”，还依

托全县 22 个生态畜牧业养殖基地，初步建立起了以

县城奶制品加工厂为中心，索乎日麻乡牛奶中转站

和全县 22 个移动奶站为辐射的牛奶收购布局，牦牛

奶产业发展初步建成。

另一方面，把生态放在首要位置的久治，让

畜牧业发展中产生的粪污也加入到全产业链发展

的环节中，成为链条上绿色循环的关键。“将牛粪

变废为宝转化为有机肥料，减轻环境污染，在草

原生态治理、饲草种植等方面实现资源绿色循环

利用。”青海天空牧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才

让加告诉记者，农牧产品稳量提质就要从根源上

“绿”起来，有机肥的运用是关键，这种种养结

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既能让企业

的有机肥销售年年攀升，也为上游牧户提供了一

条增收新途径。

聚焦产业发展，盘活绿色有机农牧“一盘棋”，

久治县探索出集牦牛养殖、饲草种植、活畜交易、牛

羊屠宰、奶制品生产和粪污回收利用等产业配套相

对完善、聚集程度较高的“草畜粪肥肉乳”牦牛全产

业链格局。

我们从果洛州久治县的先行示范中不难看出，

绿色为基，标准为样，造就了青海农畜产品在省外

市场强劲的竞争力。

把“绿色”植入农牧业发展，青海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建设正在稳步前行：

源头把控上，化肥农药“两减”行动成效凸显、

绿色防控覆盖率不断升高。今年，更是在 11 个县开

展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技

良法有效融合；

标准监管上，立项农牧业地方标准 48 项，发布

品种、良种繁育等关键环节地方标准 16 项，制定推

广应用重点目录标准 57 项，全省累计创建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3 个；上半年，新开具食用农

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11.13 万张，绿色有机特色更

加鲜明；

产业融合上，创建 12 个全国农业产业强镇、2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4 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牦牛、藏羊、油菜 3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产

业链产值达到 433 亿元，并培育省级以上农牧业产

业龙头企业 183 家，全省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

达到 63%。

绿色化、优质化、标准化、品牌化，透过一组组

扎实的数据，我们看到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建设不断迈出坚定步伐。

以生态为发展底气，以绿色为发展优势，翻开

青海“绿色有机”农牧业的宏伟画卷，每个节点都让

人印象深刻，每处着墨都令人心潮澎湃。

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支柱，以调结构、抓特色，重科技、强产业为路径，不

断推动高原生态绿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青字号青字号””因绿出彩因绿出彩

本报记者 谢梦茹

正 午 时 分 ，天 气 放 晴 ，一 派 生 机 与 活

力。7 月 8 日，记者来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中川乡草滩村时，这片受积石山 6.2 级地

震侵袭的土地上，灾后重建工作正热火朝天

地进行着。

受地震影响，草滩村共有310户农户不同

程度受灾。然而，在这片废墟之上，闪耀着党

群连心的光芒，让灾后重建的步伐永不停歇。

跟随草滩村党支部书记何永光的脚步，

记者走进村中，看到村门口翻修的沥青路、

村道下正在铺设的污水管网、宅基地上重建

的新屋，处处是建设施工的景象。

何永光告诉记者，从今年 3 月份起，在

党和政府有力领导下，灾后恢复重建紧锣密

鼓开展，部分村民的维修加固农房已完成验

收。目前，还有 60 户农户正在重建施工，预

计到 7月底，将全部完工并实现入住。

走进村民汪辉兰家中，砖混结构的新房

正一天天“成型”。“房子主体结构已经建好

了，最近工人正在铺设瓷砖地板，再过一二

十天，新家就建成啦！”汪辉兰面带笑意，满

心期待搬进新家的生活。

汪辉兰热情地介绍着还在施工中的新

家，砖混结构的小楼房、新铺设的地暖、美观

整齐的瓷砖……汪辉兰笑容更深：“何书记经

常到我家里询问情况、督促进度，现在新家建

设进度已经超过70%，我心里既踏实又高兴！”

何永光说：“为督促施工进度，让村民尽早

入住新家，我们不定期入户检查，了解重建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有效帮助村民解决。”

对每户村民的情况，何永光如数家珍：

“她家原来土木结构的房屋受损较为严重，

被评定为 C 级，需要维修加固，她们一家借

此机会，将老房子推倒重建，新房不仅是对

居住条件提升改造，也能够更好地防御地震

等自然灾害，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草滩村团支部书记王春霞告诉记者，不

仅是处理村民个人所遇到的问题，村中的施

工队在建设中遇到麻烦也会与村“两委”及

时沟通协调，由何书记牵头，协商统筹。

沿着村道来到污水管网施工现场，机械

轰鸣，工人有序有效开展施工。何永光与施

工队负责人李积才几句寒暄，又聊起了管网

的铺设线路问题和进度情况。

草滩村地下污水管网项目自 4 月 20 日

开工，李积才的施工队负责其中一半管网的

铺设修建工作。李积才说：“在村干部和广

大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下，施工队工作开展的

十分顺利，再过一个月左右，污水管网将全

部完成铺设。”

记者了解到，除了污水管网提升，村中

还有硬化路、田间水渠建设的施工队，针对

不同项目，村“两委”将每位党员干部的工作

进行细化分工，以此保障每个项目有序推

进，出现问题能够及时上报反馈。

督促重建进度、对接施工项目、化解邻

里矛盾……“地震发生后，村中工作琐碎又

繁杂，大大小小的问题层出不穷。”何永光坦

言：“全村上下忙不停歇，不仅是我的工作量

翻了倍，其他党员干部也是如此，但大家从

未泄劲，都在尽全力为村民解决困难，帮助

每户村民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现在到了农忙时间，除了灾后重建，庄

稼存在的问题村民也会向我们反映，不久前

因玉米地内出现许多软虫，村民还请我们帮

忙解决。”何永光告诉记者，上周，他们还在

广场旁向村上 11 个社分发农药，以便村民

在农作中自行喷洒。

“这些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对村民来

说就是一件大事，作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员的义务，

身处基层，能够真正为基层的群众解决一件

难心事，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何永光说。

奔走在田间地头，穿梭在村道巷尾，何永

光与村民唠家常、谈问题、解疑惑，详细了解

每户村民的情况，将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挂

在心上，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责

任与担当，成为村民心目中最坚实的依靠。

他说：“对村民来说，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的问题就是最大的事，党员干部就要与群

众心连心，带领广大村民尽早完成灾后重

建，保障农田丰收，共同迎接美好新生活。”

党群连心，上下协力，汇聚成一股强大

的力量，草滩新村重建蓝图正从“纸面”落到

“地面”。

党群同心共奋进党群同心共奋进 灾后重建不止步灾后重建不止步

本报记者 杨红霞 王玉莹

7 月 5 日，连续的雨天让高原小城玉树

市的降温不少，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医

生石俊霞加了件外套，快步朝“援青门诊”走

去。

“门诊刚刚打电话让我过去，有个病人

需要看一下。”作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

主任，石俊霞虽然只在每周三坐诊，但平时

门诊有需要也会打电话给她。

“哪里不舒服啊，以前做过手术吗？”从

初步问询，到为病人进行查体，一直到作出

诊断，旁边都有人为石俊霞进行翻译。

“来这边一年了，虽然语言不通，但不管

在门诊还是病房，身边都有人翻译，现在已

经习惯了这种工作模式。”石俊霞笑着说。

来玉树已经一年的石俊霞，即将于 7 月

底结束自己的援青工作，返回原单位北京妇

产医院。尽管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但对于门

诊的需求，他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响应。

2023年，玉树州各级医院充分利用对口援

青医疗人才的专业特长，按照“学科互补、聚焦

大病、少量精干、医生自愿、定期坐诊”的原则，

在州（县）人民医院普遍开设“援青门诊”。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来自北京和省城

西宁的专家诊治，群众很高兴。现在，越来

越多的患者是奔着我们的专家来的。”玉树

州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诺增文毛说，去年不

到一年，“援青门诊”接诊量达到 2844 人次，

大家对医院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援青门诊”

的作用，玉树州人民医院还将“青南支医”的

专家也纳入到“援青门诊”中。

在玉树州人民医院口腔科，作为“青南

支医”第六批成员，田野只身一人于 7月 3日

率先抵达玉树。“这边口腔科比较缺人，经过

对接我就早点过来了。”看诊、做手术，忙碌

了一上午的田野感觉自己有点高反。

“有了‘援青门诊’，大家检查完就想着

找专家看一看，咨询一下。有时候，可能就

是让北京、西宁来的专家看一下拍的片子，

看一眼检查结果。这样大家就不用再跑到

西宁或者更远的地方去，既节省了时间成

本，也节省了交通费用。”诺增文毛说，虽然

有时候也会有远程会诊，但对于普通病人来

说，能亲自面对专家说说自己的情况，听听

他们的解释，会更放心。

年轻的巴桑带着 6 岁的孩子来到门诊

大楼并询问引导的志愿者，“我的孩子摔了

胳膊，听说这里有北京的专家，我想找专家

看一看。”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巴桑顺利挂到

了北京的专家号。

“我是听朋友说有北京、西宁的专家在

州上坐诊，就过来了。之前还想着带孩子去

西宁看看呢，现在对我们来说真的太方便

了。”巴桑说。

“2023 年以来，玉树州积极推进州、县

‘援青门诊’、省内帮扶门诊的设置工作，在

州县人民医院实现了全覆盖。目前，已有 7
所州、县级医院设立了援青门诊。今后，将

继续通过有效整合帮扶团队的省内外优势

学科人才资源，努力使援青优质医疗人才资

源在青期间实现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最大

效用，推动受援地医院提高疑难病治疗水平

和医学科研水平，强化本地高素质医疗人才

培养，促进全省优质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更

好地满足玉树州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玉

树州卫健委主任金莲说。

““援青门诊援青门诊””让就医服务更暖心让就医服务更暖心

石俊霞（右）正在为病人看诊。 本报记者 杨红霞 王玉莹 摄

何永光（左）在村民家中查看情况。 本报记者 谢梦茹 摄

牦牛养殖。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