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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雨嘉

1 月 21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位

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上塔迈村的

恒洋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内，

几个育虾池矗立其间。夕阳的余晖为

水面镀上了一层金色，粼粼波光里，让

人恍有一种置身江南的错觉。

当合作社负责人王凤忠用捕虾笼

将基围虾打捞出水面，一只只基围虾

活蹦乱跳，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

剔透，好看极了。

高原山区竟然也能养出南方的虾

来？面对这样的疑问，在王凤忠接下

来信心满满地介绍中，我们寻找到了

答案。

“好山好水出好虾。”王凤忠莞尔

一笑，连忙为他的虾“代言”起来。他

说，他们的合作社是从去年入驻共和

县的，在共和县农牧和科技局的大力

支持下，基围虾已经成功投产。

之所以在这里建厂，正是他在共

和县考察了两三年之久，并且经过深

思熟虑后所做出的正确决定。王凤忠

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我正是看中了上

塔迈村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恰卜恰

河谷地热资源非常丰富，仅地表温泉

多达数十处。离我们这个养殖项目最

近的一处涌泉水量每日可达 4800 立方

米，且水温能达到 27 至 28 摄氏度。这

里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如果不将其利

用 起 来 ，则 是 对 自 然 资 源 的 巨 大 浪

费。且温泉水用于水产养殖可实现一

年四季恒温养殖，在这里养殖产量也

比在南方室外养殖的产量高。另外，

我们将养殖的尾水用于蔬果的灌溉和

肥料，从而实现良性绿色循环的种养

殖模式。”

现 在 这 里 主 要 养 殖 基 围 虾 和 鲈

鱼，今年 4 月份还将增加斑节虾、老虎

斑两个虾类品种。

王凤忠指着小育苗池说:“你看，

小虾苗要在小池子里育苗，我们一次

性 要 培 育 50 万 尾 左 右 ，等 到 20 天 之

后 ，我 们 就 放 入 大 的 养 殖 池 继 续 养

殖。在大池子里养上两个半月，就可

以投放市场了，现在大池子已经养了

四批了。一个直径 8 米大的养殖池能

够出产 1000公斤左右的虾。”

这些活蹦乱跳的虾苗意味着基围

虾在本地养殖成功。预计春节前，它

们就能“跳”上共和百姓的餐桌，不仅

极大丰富共和百姓的“菜篮子”，而且

也让他们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

王凤忠表示，由于基围虾养殖对

饲料、水质、气温都比较严格，将进一

步进行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养殖，

致 力 打 造 生 态 、安 全 、无 公 害 的 健 康

食 品 ，坚 决 守 护 好 广 大 群 众“ 舌 尖 上

的安全”。同时还要继续做好基围虾

杀 灭 病 菌 、病 害 防 治 工 作 ，每 天 早 晚

都 要 坚 持 观 察 基 围 虾 情 况 并 做 详 细

记 录 。 慢 慢 总 结 经 验 ，慢 慢 研 究 改

良 ，让 基 围 虾 不 仅 能 够 在 这 里 养 得

活 ，而 且 还 能 让 它 们 生 活 地 更 健 康 、

长久。

王凤忠说：“基围虾体内蛋白含量

丰富、胆固醇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和喜爱。而且虾的附加值高，经济

效益特别明显。预计这一项目年产值

可 达 2000 万 元 ，利 润 将 达 到 500 万

元。”

“现在，我的合作社里带动了 12户

低收入家庭的村民务工，还培养了当

地 8名村民当我们的技术员，预计明年

将增加到 25 名。让人尽其才物尽其

用，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也

算是为共和当地的经济发展、乡村振

兴、村民增收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王凤忠说。

张海峰是合作社的技术员，原来

他 只 能 外 出 务 工 。 现 在 在 合 作 社 打

工，不仅学习了虾和鲈鱼的养殖技术，

还在家门口挣上了钱。

谈到今后的打算，希望技术上再

突 破 ，规 模 上 再 创 新 ，通 过 发 展 基 围

虾、鲈鱼养殖产业以及休闲观光农业，

不断提振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带动更

多村民致富增收，让他们的日子红火

起来。

““虾虾””落户高原富一方落户高原富一方

本报实习记者 张子涵 通讯员 治 组

时值隆冬，天气严寒。1 月 18 日，

走进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的阿

米 雪 乳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的 加 工 厂 房

里，宽敞明亮的生产车间，现代化的酸

奶、酥油等奶制品加工设备应有尽有。

走进其中一间车间，工人们正在

热火朝天地忙着，包装、贴签、留样质

检每一项工作都有条不紊，一副欣欣

向荣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

开。

治多县乡村振兴局产业指导中心

主任、公司董事长青然梅丁说：“我们

公司是在 2019 年青洽会上引进的国有

控股企业，同时公司利用治多县丰富

的畜牧业优势，以‘公司+基地+生产

合作社+牦牛养殖户+饲草料种植基

地’的产业化融合经营模式，使牦牛乳

业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和‘绿

色银行’。”

40 岁的毛来是治多县多彩乡达生

村人，现在是企业的锅炉工，同时也是

包装工，他们一家一共七口人，年迈的

父母再加上年幼的孩子，妻子要在家

照顾老人和孩子，他便成了家里唯一

的劳动力。

还没来阿米雪上班时，毛来夏天

在草场放牧，冬天在县城打工，收入很

不稳定。阿米雪乳业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之后，毛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应

聘，没想到企业了解完毛来的情况后，

把他留了下来。

青然梅丁说：“我们是一家立足治

多县的企业，我们有义务和责任给这

里的牧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通过前期的培训，加上毛来认真好学

的态度，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认可，也

在家门口端上了稳定的‘饭碗’。”

“我现在每个月都有 2500 元工资，

再加上一些生态补贴，日子越过越有

盼头。”毛来激动地说。

无独有偶，层加是阿米雪自有牧

场的一名牧工管理员，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牧场照顾好牛羊，保护好草场，

和毛来一样，他也是从一个普通的草

原牧民，成为公司的员工，得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

除了对困难群众的直接帮扶外，

企业与合作社的相互支持也是乡村振

兴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阿米雪公司现在每三天就来我

们合作社收购一次牛奶、牛肉等农畜

产品，有了企业当靠山，老乡们的东西

有了销路，我们也开心，他们也越来越

信任合作社，都愿意主动加入合作社

了。”一家县级生产合作社的负责人罗

松格来说。

“十四五”开局以来，“合作社＋乡

村振兴”就一直是阿米雪的核心经营

模式，公司下大力气发展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并通过签订单的方式，从合作

社收购当地优质、便宜、绿色的农畜产

品，到年底再给各个合作社分红，实现

乡村振兴与经济利益的“双赢”。

目前，治多县畜牧业合作共 36个，

其中，村级集体合作社20个、县级合作社

1个、私营合作社15个，共入社牧民6294
户 19560人，牲畜存栏 41040头(只)。据

最新统计，今年全县合作社预计分红将

达1269.68万元。合作社的作用日益突

出，牧民入社的积极性普遍提高，稳牧

兴业的致富振兴之路也越走越宽。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产业

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阿米

雪就是这样一家可以留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还能带动当地牧民和

合作社共同富裕的一家企业。

治 多 县 委 组 织 部 部 长 马 兰 说 ：

“2021 年以来，治多县在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落地实施过程中，注重发挥龙头

企业‘领头羊’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农

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推 进 农 村 牧 区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不仅为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提供

后续支持，也为具有发展潜力并与困

难群众增收密切相关的青年创业项目

提供有效扶持。”

小特色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小特色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报西宁讯（记者 李延平） 1 月

20 日，记者从西宁市社保局获悉，西宁

市稳妥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数

据接入全国统筹系统，不折不扣推动社

保制度改革在西宁落地生根。

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西宁

市社保局全力做好数据准备，各级社保

经办机构从上一年度起全面着手信息

系统数据维护，通过剔除重复数据、清

理无效数据、核实疑点数据，全面实现

了企业职工参保信息“一数一源”，切实

打牢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数据基

础；全力畅通线上流程，充分利用全国

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信息平台，随机抽选

15 家信息无变动和人员增减、信息变

更较频繁的参保单位开展全流程测试，

逐节点跟进申报核定、基数变更、转移

接续等业务，全过程监测数据跑路情

况，同步做好税务部门业务数据传送，

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壁垒，确保数据传

送不延时，“一网畅办”无卡点。同时，

做好了线下服务，在做好线上业务测试

的基础上主动领题破题，针对个别参保

单位遗留的跨年业务、待转移业务，积

极与参保单位对接，现场申办跑流程，

梳理经办堵点，实时协调工程师解决处

理，确保参保单位的疑难、特殊业务在

柜面得到有效解决。

西宁市职工养老保险数据西宁市职工养老保险数据
接入全国统筹系统接入全国统筹系统

本报西宁讯 （记者 建军） 随 着

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各类体育运动在

全 省 各 地 日 益 升 温 ，2022 年 1 月 16
日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耐 力 性 运 动 项 目

“大心脏计划”青海训练营，在青海多

巴 国 家 高 原 体 育 训 练 基 地 举 行 开 营

仪 式 。 本 次 训 练 营 共 分 三 个 阶 段 实

施，第一阶段为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6
日 ，共 有 来 自 全 省 14 个 地 区 ，4 家 省

级训练单位的 360 名运动员参加训练

测试。

此次，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

练基地实施的“大心脏计划”试训将通

过三个阶段的动态选拔调整及测试赛，

选拔出青海省中长跑、竞走、自行车等

传统优势项目和越野滑雪等冬季项目

的优秀后备人才，并推荐参加全国耐力

性项目人才训练营。青海多巴国家高

原体育训练基地为全力做好此次“大心

脏计划”试训服务保障工作，制定并报

备《2022 青海省竞技体育耐力项目“大

心脏计划”试训工作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2022 青 海 省 竞 技 体 育 耐 力 项 目

“大心脏计划”试训工作安全保卫应急

预案》以及《2022 青海省竞技体育耐力

项目“大心脏计划”试训工作消防应急

预案》。

为保障“大心脏计划”训练测试工

作的顺利进行，基地为运动员提供安

全、舒适的试训生活环境，并在“食、住、

训”三个方面竭尽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

障工作。

我省我省360360名运动员名运动员
参加参加““大心脏计划大心脏计划””训练测试训练测试

王凤忠正在打捞基围虾。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1 月 19
日，由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BBC 野

生生物杂志》共同主办的，第 58 届野生

生物摄影师年赛决赛（Wildlife Photog⁃
rapher of the Year，简称 WPY）经过严

格评选，入选名单终于公布。祁连山国

家公园和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

签约摄影师尕布藏才郎、焦生福、刘祥、

同海元、李应平的作品闯入决赛。

据悉，野生生物摄影师年赛是目前

全球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野生生物

摄影比赛，号称自然摄影界的“奥斯卡

奖”。该赛事每年一届，迄今为止已成

功举办 57 届，今年是第 58 届。大赛面

向全球野生生物摄影师征稿，所有比赛

获奖作品都将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首展。

对于全世界热爱摄影的人来说，能

够获此殊荣是一项莫大的荣誉。此次

大赛分为成人组和青少年组两大组别，

吸引了全球众多爱好自然的摄影师参

与其中角逐大奖，其中，尕布藏才郎的

作品《生存密码》入选哺乳动物组；焦生

福的作品《愤怒》和《爱的追逐》分别入

选动物肖像组和哺乳动物组；刘祥的作

品《妈妈我饿》《第一面》分别入选哺乳

动物组好鸟类组，《石崖隐士》入选栖息

环境中的动物组；同海元的作品《生死

时速》入选哺乳动物组；李应平的作品

《雪山的守护者》《神秘大猫》入选哺乳

动物组，《高原明星》入选栖息环境中的

动物组。

祁连山因其生物多样性、独特而典

型的自然生态系统成为我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优先区域，也是西北地区重要

的生物种质资源库和野生动物迁徙的

重要廊道，在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55名青海摄影师名青海摄影师
入围世界最强摄影赛事入围世界最强摄影赛事

本报讯（记者 程宦宁 实习记者
张子涵） 近日，省总工会联合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工会，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开展“生态环保我先行”环保垃圾袋投

放行动，为园区 17211 名生态管护员发

放 2种无纺布环保型垃圾袋 3.8万个。

此次行动旨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导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调动广大生态管护员积极投

身到保护三江源、保护地球第三极、守

护好“中华水塔”的行动中去，充分发挥

工会组织的作用和优势，进一步号召广

大生态管护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做好三江源的守护人。

目前，各园区已陆续将无纺布垃圾

袋发放到生态管护员手中。管护员们

表示，有了环保垃圾袋，更加方便日常

巡护巡线期间的垃圾捡拾和收集，今后

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边更多的

群众，积极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

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身边的小事

做起，做绿色文明的践行者和绿色生态

的守护者，让三江源的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

玉树玉树11..77万名生态管护员万名生态管护员
收到环保垃圾袋收到环保垃圾袋

本报海西讯（记者 马振东 通讯
员 格组） 实施“人才绿卡”政策，看病、

事务办理享受无障碍“绿色通道”；配偶

一同来格并愿意在格就业的，用人单位

按照相关政策妥善解决其工作。

1 月 17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格尔木市出台《格尔木市鼓励引进培养

人才 30 条措施》，从支持引进培养各类

人才、加强人才待遇保障等 11 个方面

推出了“含金量”较高的人才新政，对教

育、医疗、文化、企业等领域引进和培养

人才明确支持标准和支持方式。

据了解，《措施》从精准引才、培养

人才、支持人才、待遇保障等方面着手，

不断夯实格尔木市人才的“精准”与“厚

度”“广度”与“强度”，不仅在人才引进

与培育方面明确提出给予资金支持和

住房补贴，还提出给予博士、硕士毕业

生支持、给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支持、多渠道筹集

酒店式人才公寓、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

人才实行“三不限”以及事业专业技术

人才调任等措施，引导鼓励各类人才向

农牧区及基层一线流动。

“《措施》对格尔木市人才的引进、

培育、鼓励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必

将吸引更多省内外人才来格创业，为

实 现 格 尔 木 市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才

智 。”格 尔 木 市 委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张 先

忠说。

格尔木市格尔木市3030条举措条举措
助力助力““人才强市人才强市””

为促进广大青年干部
了解基层群众需求、增加
群众感情、培养团队精神，
激发“敢于担当勇向前”的
干事创业热情，1月21日，
共青团城东区委员会开展

“青春暖冬 志愿全城 ”
2022新春“青年走基层”慰
问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营造了欢快喜悦、温暖
祥和的节日氛围。青年志
愿者们为仍坚守一线无法
返乡的各行各业工作人员
送上春联、窗花、围巾等实
用“干货”，并以欢快活泼
的舞蹈串烧形式献上新年
祝福，展现青年健康向上、
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本报实习记者 张慧
慧 摄

青春暖冬
志愿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