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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湘琳

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拥有青

海省最大的原始森林，是三江源自然

保护核心区，平均海拔 3500 米，气候

湿润，林业资源丰富，独特的资源优

势让这里成为我国高寒林区重要的

生物种群库,而藏雪茶就生长在这片

高原净土之中。

每年 5 月，班玛县柯河乡、灯塔

乡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花叶

海棠、变叶海棠鲜嫩的幼芽在晨雾中

缓缓舒展，牧民们会三五相约、踏着

薄雾上山采摘鲜叶。

而在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更

是一派繁忙场景。等茶叶发酵时间够

了，炒茶机械开始运转，炒茶师随时

掌握火候，虽然满头大汗，但脸上却

露出满意的笑容。

如今，“藏雪茶”不但为牧民群众

铺就了一条生态致富路，更是走上了

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记者了解到，从 2016 年至 2020
年，班玛县藏雪茶公司收购藏雪茶鲜

叶 累 计 达 44700 斤 ，生 产 藏 雪 茶

14900 斤 。2021 年 收 购 藏 雪 茶 鲜 叶

15000 斤，同比增长 33.33%；半成品

生产加工 5000 斤，同步增长 40%。5
年间，藏雪茶产业总产值 2080 万元，

其中种植藏雪茶产值达 727 万元，生

产产值达 1353 万元。截至目前，累计

上交扶贫受益资金 421.7 万元，带动

建 档 立 卡 兜 底 户 503 户 ，户 均 收 益

8383.69元。

灯塔乡可培村村民沙西是藏茶

公司的一名员工。他说，自己一个月

炒 300 千 克 茶 叶 ，一 年 能 炒 3600 千

克，收入一年能达到 5 万元。此外，公

司每年年底分红，他还可以获得一笔

额外的收入。

班玛县藏雪茶产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陈延军告诉记者，每年在

藏雪茶采摘和收购期间，都会为无法

外出务工的农牧户优先提供机会，让

他们在家门口就有钱赚。还积极构建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不仅拓宽了茶叶销售渠道，还带动

了当地牧民群众脱贫致富。

近年来，班玛县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藏雪茶产业，走出了一条自然保护

区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特色发

展道路。茶树从野外生长到人工种

植，品质从民间流传到科学认证，加

工从传统手段到现代科技，销售从基

地直销到网络平台，产品从无人问津

到供不应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

上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班玛县政府副县长夏红梅告诉

记者，班玛县把藏雪茶产业作为推进

“绿色班玛”建设，促进富民强县的主

导 产 业 ，努 力 打 造“ 中 国 藏 雪 茶 之

乡”。先后组织人员到四川、云南、浙

江等地学习，并聘请云南、陕西专业

技术人员培训藏雪茶加工方式方法，

邀请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实地考

察指导野生藏茶发展。同时，通过整

合线上、线下资源，积极打造“基地直

销+实体店销售+电商销售”模式，寻

求到更多商机，力争让藏雪茶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班玛藏雪茶的班玛藏雪茶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高质量发展之路

讲述人：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
花石峡镇吉日迈村村民阿尕

我是玛多县脱贫光荣户、花石峡

镇吉日迈村的村民。对我来说，2021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经历了人生

中从未有过的惊险——玛多发生 7.4
级地震。但是在灾难面前，我们无惧

无畏，因为我们背后有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和强大的祖国，这让我们更加坚

定信心，绝不因灾返贫，要自力更生，

让党和政府放心。

目前，房子都修好了，吃的穿的

都没问题，牲畜饲草料能用到明年春

天，家里已经准备好了米、面、油等过

冬物资，这个冬天没什么好担心的。

现在我家的房子加固后还加了一层

保温层，现在屋外雪有 10 厘米厚，但

我们屋里、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这些年，我享受到了国家扶贫政

策，搬进了现在的易地搬迁安置点。

全家人看病、小孩上学都特别方便。

我也加入了生态管护员队伍，一年有

两万多元的固定收入。我平时打点

工还能有几千元的收入。我还入股

了 村 上 的 合 作 社 ，每 年 分 红 有 1 万

元，日子真得比以前好了很多。

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是党

的惠民政策给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希

望。因为有了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我才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乡镇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亲们

走上了硬化路，喝上了自来水，通上了

动力电，家门口都有了致富产业。

条件好了，村里就有人气了。政

府为我们修建了临街商铺、市场，加

强供水供暖、环卫绿化等配套设施建

设，方便新迁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的女儿经常告诉我，学校环境

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齐温

暖、食堂的饭菜非常可口。学校还专

门配备了保育员、专职厨师、安保人

员、校医等。

全省两会的召开，是新的一年继

往开来，是展望未来重新启航。省委

省政府始终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坚持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为出发

点，让我们感到浑身都是劲儿。我作

为村里的脱贫光荣户，充分享受到发

展成果。以后我要鼓励更多脱贫户

自立自强，共同巩固好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湘琳 整理

阿尕的幸福生活阿尕的幸福生活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走进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昂拉

乡，新建的藏式砖房整齐排列在碧波

荡 漾 的 黄 河 岸 边 。 村 卫 生 室 干 净 明

亮，硬化路通到家门口，自来水接到

灶头上……这一切，让德吉村村民加羊

索南心里暖暖的：“搬下山后，我开起了

农家乐，年均收入从以前的 3000 多元增

加到 1万多元，现在村里人人都有事做、

有钱挣！”

以德吉村为例的美丽乡村的精彩嬗

变，也是全省脱贫攻坚成果的生动写照。

2021 年，我省坚持把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人居环境

整治为切入点，以乡村振兴试点为突破

口，以壮大产业和就业为抓手，突出重

点帮扶县，持续抓好乡村基础建设、公

共服务提升、乡村综合治理、巩固脱贫

成果等工作，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入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扎实有序推进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推动‘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这让省政协委员、海南

州布绣嘎玛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卓玛杰对新一年的工作充满期待。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打造宜居

乡村，得让乡村既有“面子”，也有“里

子”，让村庄“颜值”与“气质”持续提升。

早在 2020 年 6 月，卓玛杰所在的共

和县就启动了全域无垃圾县创建试点

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自被列入

全省农村牧区全域无垃圾省创建试点

县以来，共和县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全面推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向纵

深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开

展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现在我们村子环境整洁了，在外

务工的更愿意在家乡发展，一句话，现

在的农村一点儿都不比城里差。”卓玛

杰由衷地感到知足与幸福。

从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到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穿行在青海大地，广袤

田野美丽如画，乡村道路四通八达，特

色产业生机盎然，农业产业逆势突围，

发展潜能加快释放……每一名脱贫户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牢牢守住着这“稳

稳的幸福”。

让每一名脱贫户守住让每一名脱贫户守住““稳稳的幸福稳稳的幸福””

牢牢守住“稳稳的幸福”

牧民采摘茶叶牧民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湘琳提供王湘琳提供

同德县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

合 的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 县 域 平 均 海 拔

3660 米。2012 年以前，同德全县农牧

产业几乎为零，75%农牧民处在贫困线

以下，6.44 万人中，近 2.3 万人饮水困

难，居高不下的因病返贫率，加之因

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气象

灾害频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背负着

沉重的贫苦。

2012 年 11 月 1 日，省委省政府正

式启动 《同德县特殊类型三年扶贫攻

坚规划》，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实施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公共

服 务 、 能 力 建 设 、 生 态 保 护 六 大 项

目，集中力量解决同德特殊类型贫困

问题。一场在我省史无前例的特殊类

型扶贫攻坚，让久积贫困的同德，不

仅摘下长期以来“全省最穷县”的帽

子，还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

取得突破性发展，实现了“六个全省

第一”。

休会期间，项秀找了一处安静的

地方，拨通同德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杨

春佳的视频电话。

“围绕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完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加强

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

重困难户的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全面落

实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

措施，加大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力度……”

没有多余的寒暄话，项秀拿着报告，把大

家关心的“干货”认真地念起来。

杨春佳一边认真听一边仔细地记

在本子上，“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引导符

合条件的贫困村成立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积极引导合作社成员以土地入股、

牛羊入股，再争取实现‘千万大礼包’的

分红！”杨春佳感到有底气又足了许多。

杨春佳所说的“千万大礼包”是今

年 1 月 19 日举行的 2021 年度同德县村

集体收益分红大会，全县各村集体经济

收益分红 1905 万元，2021 年度村集体

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牧场收益

高达 7008.47万元。

你一言，我一语，就“巩固脱贫攻坚

成效”的话题，两个人在电话里敞开心

扉。一系列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示范县”，创建“中国良种牦牛示范县”，

推动饲草牦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

园建设等想法“应运而生”，并很默契地

达成共识。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摘掉贫困帽子

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路上，我

省该如何迎接新的大考？

近年来，我省始终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积

极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

贫、援青扶贫“四位一体”的大扶贫

格 局 ， 有 力 、 有 序 、 有 效 统 筹 落 实

“八个一批”、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

重点任务，用“精准”这把利剑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堡垒。

没 有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的 巩 固 拓 展 ，

乡村全面振兴就失去了基础。做好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

可持续，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我这个年龄外面去打工人家肯定

不要咯！在合作社采摘辣椒，离家近、

活不累，每天都有 90 元钱的工资，生活

好着呢。”时值深冬，在海南藏族自治州

贵德县尕让乡黄河滩村的设施温棚辣

椒基地上，68 岁的赵国义正和同村的老

人们忙着采摘、装箱。

省人大代表、贵德县县长萨尔娜介

绍，在黄河谷地的贵德辣椒因其身长、

皮薄、肉厚、微辣、口感较脆而闻名省内

外。近年来，以黄河滩村为代表，依托

露天蔬菜产业，通过示范引领带动当地

群众实现了增收致富。

不仅是辣椒产业红火了老百姓的

生活，畜牧养殖、生态种植、光伏发电、

乡村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成为全

省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2021 年以来，青海持续做大做强

牦 牛 、 藏 羊 、 药 材 、 油 菜 、 马 铃 薯 、

青稞、蔬菜、枸杞、饲草、民间手工

艺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入推进 《青海

省消费扶贫三年行动方案》 落地，累

计认定帮扶企业 351家、帮扶产品 4043
款，年产值近 300 亿元。持续加强“三

专一平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通

过线上“直播带货”和线下销售，全

省消费帮扶销售额近 24 亿元，年底有

望突破 35亿元。

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2020 年 4 月 21 日，青海省人民政

府发布公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

17 个贫困县（区）达到脱贫退出标准。

至此，全省 42 个贫困县（市、区、行委）

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1622 个贫困村

53.9万贫困人口也全部脱贫摘帽。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摘掉贫困帽

子后，如何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

求，坚持“新政策不出、旧政策不退”，印

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和产业

提升、人才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社会事

业发展、乡村治理等专项行动方案，建

立组织领导、规划目标、工作责任、社会

动员、资金保障、监督考核、监测帮扶 7
项保障体系，跟进配套水利、交通运输、

村庄规划、土地使用、以工代赈、金融支

持等 36 个行业配套政策，构建形成了

以 1 个实施意见为牵引、5 项行动方案

为抓手、7大工作体系为保障、N个配套

政策为支撑的“1＋5＋7＋N”有效衔接

政策制度顶层设计。

按照“中央有效衔接资金用于产业

发展比例不得低于 50%”的要求，督促

各地优化资金支出结构，对县级产业

园、乡村帮扶车间等进行提档升级。建

立拉面、青绣数字化总部基地，带动分

布在全国 280多个城市的 3万多家拉面

店、31家青绣工坊和 60家青绣企业，有

力推动了农牧区特色产品向长效产业

转变。组建 961 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6.5 万户群众入社，加快推进资源变股

权、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民。46.9 万

有劳动能力脱贫群众通过参与发展到

户产业，人均增收1500元左右。

同时把稳岗就业作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聚焦脱贫劳

动力和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制定出台

“一揽子”优惠支持政策，切实加大就

业技能培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就

业供需对接活动，积极开发村级公益

性岗位，大力发展“跨省域”“跨区域”

“家门口”劳务经济，不断拓展脱贫和

边缘易致贫劳动力就业渠道，有力巩

固脱贫成果。截至目前，全省农牧区

劳动力转移就业 109.57 万人次，脱贫

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务工就业人数

达到 20.8 万人，完成国家和省定年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16.2%、104%，增 幅 列 全

国首位。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整理

本报记者 洪玉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1月21日，在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仔细聆听

着省长信长星代表省政府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省人大代表、海南

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县长项秀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振奋。
因为有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经历，每

每听到报告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字眼，项秀都会用笔勾画出来，并
且标注上鲜明的记号，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做？在字里行间，他似乎已经找
到了答案。

脱贫农户在希望的田野上耕地播种脱贫农户在希望的田野上耕地播种。。本报记者 李娜 摄本报记者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