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回春渐，新元肇启。在农历壬
寅来临之时，本报记者行走在新春走
基层的征程上，将手中的笔和镜头聚
焦于火热一线，进厂房、上田垄、走牧
区、到农家……真实记录江源大地发
生的巨大变迁，描绘高原儿女在新征
程上的虎虎雄风。

纸上春秋，见证时代进步。时代
在变，但是新闻人的职责从未改变。
不惧自然环境多恶劣，不管什么时间
节点，我们一刻也未停歇奔跑。我们
看到，虎年春节，窗外烟花璀璨，平安
区小峡镇下红庄村党支部书记殷恒吉
一家共同举杯欢度新春佳节，“党建工
作走在前、各项工作不怠慢、集体经济
大发展、农民生活大改变、齐抓共管
不放松、村民脸上笑开颜……”殷恒
吉的父亲带着孙女，各持一把二胡，
边拉边唱。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自治县皇城蒙古族乡北山村村民
柯常青一家在门源“1·08”地震后搬
进了门源县企业捐赠的活动安置板
房，在板房里过的春节一样温馨幸
福，他说道：“因为有党啊，我们的除
夕很温馨！”……一帧帧美好温馨的
画面铺展在面前，洋溢着幸福，述说
着恩情，怀揣着期待。

脚上的泥土，身上的灰尘，是时代
的馈赠，也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一

头汗，两腿泥”，行走在安静神秘、辽阔
无垠的三江源腹地，灌木丛生、松柏挺
拔的玛可河林场，生机勃勃、牛羊奔腾
的果洛草原，风景秀丽、巍峨挺拔的祁
连山南麓……我们用胸中的情怀，手
中的笔和镜头讲述了一个个“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青海故事，奏响
了一曲曲“接地气”“有温度”“动真情”
的青海好声音。妙手著华章，放歌新
时代。我们始终赓续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的真诚与热忱，我们在
守望和记录中，欣喜地看到，意气奋
发、壮志豪迈的青海正迈着从容自信
开放的坚定步伐行走在高质量发展的
康庄大道上……

笔底波澜，推动社会进程。没有
比脚更长的路，再长的路，我们用双
脚丈量。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将永远铭记荣光，牢记职责使
命，胸怀“两个大局”、心系“省之大
要”，践行“四力”，以自己的担当和勇
气，成为社会共识的凝聚者，以自己
的风向标意识，成为公共舆论的整流
器，以自己坚守的真善美，成为正能
量的麦克风。

戴美玲

妙手著华章妙手著华章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本报记者 贾 泓 实习生 赵文君

2 月 8 日，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二

天，西宁市城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 防 科 副 科 长 李 巧 杰 早 早 来 到 办 公

室，并未像往常一样更换工作服，而是

开始收拾核酸检测采样所需的各类工

具。

“防护服、护目镜、一次性使用病

毒采样管、一次性采样拭子、电脑……

今天是星期二，是去西宁市汽车客运

中心提供核酸采样上门服务的日子。

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李巧杰反复确认物品配备整齐后，就

叫上自己的同事风风火火地出发啦。

9时 40分，李巧杰一行人来到西宁

市客运中心党群活动室，客运中心副站

长冯炳玉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她们。没

有任何寒暄，李巧杰与同事马玉娟干

净 利 落 地 打 开 电 脑 进 入 数 据 录 入 系

统，将核酸检测采样工具规整地摆放

在桌面上，然后在互相帮助下穿好防

护服，戴好护目镜，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冯炳玉说：“这样的核酸检测上门

服务开始于 2021 年年初。西宁市客运

中心客流量较大，工作人员频繁接触

过往旅客，存在着较高风险，按照相关

规定需定时进行核酸检测。但 141 名

职工自行前往核酸检测点进行检测不

仅时间分散、不易统计，而且也造成一

定的经济压力。为此，我们与城东区

疾控中心联系，希望提供相应服务。”

得 知 西 宁 市 客 运 中 心 面 临 的 情

况，城东区疾控中心二话不说同意每

周定期为客运中心的职工提供免费上

门核酸检测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期

间每周一次，形势较为严峻时增加至

每周两次。冯炳玉说：“自那以后，无

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有多忙，从未

间断过上门服务，而且李巧杰副科长

总是尽量坚持亲自带队。”一开始李巧

杰每周与冯炳玉提前联系，确定服务

时间。但随着服务次数的增加，上门

检测的时间固定在了每个星期二，如

遇特殊情况需要每周检测两次，则会

在星期五前来。不需要电话，不需要

通知，用冯炳玉的话来说：“这就是两

个单位的默契。”

“张超！在吗？”李巧杰一边看着电

脑 一 边 喊 出 客 运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的 名

字。话音刚落，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快步

走到马丽娟跟前，熟练地坐下、张开嘴

巴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核酸采样工作。

采样完成，张超礼貌地向两位医护

人员道谢后转身离开：“城东区疾控中

心的医护人员们每周来为我们做核酸

检测的采样工作，已经在客运中心成了

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除因休假不在岗

的人员外，我们都会准时来到这里进行

核酸采样。因为我们岗位特殊，这样的

上门服务让我们既踏实，又暖心。”

中 午 12 时 ，李 巧 杰 二 人 完 成 了

130 余人的核酸采样工作，开始收拾工

具，脱去防护服，准备离开。李巧杰长

舒一口气说：“城东区作为西宁市的东

大门，区疾控中心不仅负责辖区内隔

离群众的核酸检测和流调工作，而且

要承担‘两站一场’分流处的需要，进

一步研判旅客的检测和流调工作。面

对巨大的工作量，我们的医护人员只

有 20人，但是无论多忙多累，我们都会

坚持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核酸检测上

门采样服务。”

37 岁的李巧杰拥有 13 年党龄，在

来到城东区疾控中心前曾在卫生职业

技术学校执教。她说，相比教师的工

作，现在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任务量更

大 ，但 也 更 有 职 业 成 就 感 和 自 豪 感 。

“忙碌，也是这个职业给予我的荣誉！”

有多忙？仅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每日最多采样量达到 300 人次，日常也

会 保 持 在 170 到 200 人 次 的 工 作 量 。

此外，东区疾控还承担核酸检测、流调

等疫情防控工作，以及慢性病防治、健

康知识宣讲等日常工作。

春节假日期间，李巧杰与另外 7名

同事分为 4 组，作为应急人员随时待

命。她说：“在这里工作 8年，春节期间

疾控中心一直保持 24 小时有人员在

岗，并有应急工作人员随时待命。春

节期间，辖区内有 10 余户居民正在进

行居家隔离，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样坚

持上门核酸采样工作，疫情防控不能

因新春佳节而中断。”

李巧杰笑着说：“作为党员，我们

就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尽量帮助同事多

分担一些任务和压力，为群众多解决

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这是我们践行

初心使命的最质朴方式。”

““忙碌忙碌，，也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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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解统强 王金金

冬日清晨，暖阳映照，当归切片

机隆隆作响，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哈拉直沟乡魏家堡村的药材

加工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

“当归要剪根、修整，晾晒、脱皮

后再切片加工，精加工后的上好当归

是省内外药企的俏手货。”临近春节，

到魏家堡村考察学习的干部和群众

络绎不绝，药材种植大户李卓玛永山

正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悉心交流。

魏家堡村所在地平均海拔 2350
米，全村 506 户村民有汉族、土族、藏

族、蒙古族四个民族。脱贫攻坚时期，

魏家堡村是全乡贫困人口最多的村，由

于缺少致富产业，村里一度面临“年轻

者外出，年老者留守”的“空心化”窘境。

2018年，北京的药企到西北考察

当归种植环境。魏家堡村的当归、黄芪

等药材，经专业机构检测，多项指标均

高于国家标准，但村民种植零零散散不

成规模，李卓玛永山嗅到了其中商机。

那一年，李卓玛永山到甘肃、安

徽等地药材市场、种植基地调研、学

习。回村后，在第一书记孙玉宝建议

下，成立了生态农业科技公司，计划

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中藏药材种植

和加工产业。

“与外地药企签订药材加工订单，

需要现代化商业运作模式，传统合作

社已不能满足现阶段的乡村产业发展

需求。”魏家堡村第一书记孙玉宝说，

乡村振兴需要拓展产业发展模式，魏

家堡村中药材产业就要探索一条“公

司经营，村集体扶持，农户合作参与，各

方共同收益”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秉承“能人创业，先富带后富”的

理念，2021 年，魏家堡村将 200 万元

的村集体经济产业资金投入药材公

司，约定公司每年不仅向村集体分

红，而且以劳动补贴形式向村民分

红。同时，公司还拿出部分资金投入

村里的公共服务项目和公益事业。

如今，李卓玛永山的公司陆续在

村里和县城建成药材初加工基地、中

药饮片加工车间，与北京、广东等地

药企签订中药材供销协议，公司中药

材产值达到 1200 万元。李卓玛永山

成了致富带头人，她的公司也成为村

里产业发展和就业致富的重要载体。

村里秦腔艺术团的老人魏子章，

没有演出时就到药材基地帮忙。1
月份，他已经挣了 1000 多元。“新年

快到了，我打算用这笔钱给孙子买套

新衣服。”魏子章说，自从有了药材

厂，村民的话题就从唠家常变成聊药

材行情，以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

民，如今也开始钻研学习。

参加全国各地药材行业分析会；

深入大型药材市场了解市场行情；互

助农商行和致富能人带头成立药材

产业发展协会，无须抵押担保就能获

得当地农商行 500 万元以内的信用

贷款，解决流动资金难题；魏家堡村

的中药材产业辐射带动周边 96 家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而农村产业发展就像煎熬药材，过程

是苦的，但是治好病的结果是甜的。”

孙玉宝说，未来村里还要拓展黑驴养

殖繁育和餐饮旅游产业。

新年将至，魏家堡村里处处感受

到年味越来越浓，村子越变越美，百

姓日子越过越甜。

（新华社西宁1月23日电）

——青海互助魏家堡村的乡村振兴“密码”

““苦药材苦药材””熬出熬出““甜日子甜日子””

1月19日，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哈拉直沟乡魏家堡村的药材
加工基地，村民晾晒药材。 新华社记者 解统强 摄

2 月 9 日，在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青
绣 产 业 数 字 化 总 部
内，绣娘们运用河湟
刺绣、土族盘绣、蒙古
族刺绣等多种“青绣”
技法，绣制 2022 年北
京冬季奥运会吉祥物
冰墩墩，献礼北京冬
奥会。图为绣娘们运
用“青绣”技法绣制冰
墩墩。

本报记者 刘祎
摄

“青绣”冰墩墩
助力冬奥盛会

本报记者 陈 俊

从西宁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

程，记者来到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杏儿藏族乡日扎村。

经过几场洋洋洒洒冬雪的洗礼，

远山山尖与山底河道处未消的冰雪如

一幅梦幻的冬日画卷，走进村落，家家

户户门上的火红对联、农家袅袅炊烟

里飘散着饭菜的香气，加之不时传来

孩童零星燃放鞭炮的“啪啪”声，顿时

让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显得格

外热闹红火，乡村烟火气中充满着融

融暖意。

日扎村是一个藏族村落，全村 159
户 741 人，因位于日扎山的阴坡山腰而

得名。这里曾是一个生产结构单一、

自然条件落后的小山村。

村党支部书记安多杰带记者走进

村里养殖大户朱全福家，热情好客的

朱全福夫妻一边招呼着，一边向记者

聊起了和村民的“生意经”。

“平时的生猪存栏量能保持在 30
头以上，一年下来，能卖出仔猪 50 多

只，外加卖羊的收入，现在的年收入保

守估计有 8万多元，这可比外出打工强

多啦，今年又是一个幸福年！”说起生

活的变化，朱全福自信满满，想到那些

成群的绵羊、壮实的猪仔，眼角眉梢都

是笑。

一旁的妻子也兴奋地接过话茬：

“每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上山割芨芨

草，然后把芨芨草晾晒后加工成扫把，

拿到集市上卖，这项集结全家力量的

劳动成果，能收入一万多块钱，这几年

三个孩子陆续考上大学，这笔收入也

派上了用场。”

随后，记者来到在距院子不远处

的养殖区，就在今年，随着养殖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朱全福在原有的一座羊

棚和一座猪棚旁边，新建了一座猪棚。

朱全福说，来自中科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的第一书记张全有上任后，因

地制宜积极引进中科院兰州分院作物

所改良的具有耐寒、耐旱、高产特性的

新型饲用作物甜高粱，亩产 4500 公斤，

给日扎村带来了近 80 吨的青贮饲料。

有了饲草保障，依托养殖传统，从自己

一家富起来到整村增收致富的愿景已

一步步成为现实。

“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申

请落实了 2021 年乡村振兴项目，扶持

资金 30 万元，建设完成占地 600 平方

米的日扎村养殖场。在养殖传统优势

背景下，‘一村一产业、共创新生活’蓝

图已经在这里绘就。”张全有说，日扎

村将不断探索完善以养殖业为中心的

产业布局，从推广种植甜高粱获得优

质饲草，由养殖大户带动引导村民加

大绒山羊、绵羊及肉牛养殖，让特色养

殖真正打出品牌。

张全有不仅将目光放在产业致富

上，更关注着教育事业发展，致力于让

日扎村的孩子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通过几年的帮扶，日益改善的教

学环境留住了原本流失的师资力量，

“相伴童年，筑梦成长”暑期公益课堂

让城市温暖“流”向小山村，中科院博

士团一对一、多对一高考志愿填报辅

导避免了一个个高分低录或滑档未录

的情况发生。

通过将教育事业与乡村振兴深度

融合，将城市优质教学资源争取到偏

僻山村，让知识为孩子们插上腾飞的

翅膀，不断激发着日扎村长远发展内

生动力。截至目前，扶智靠教育的工

作方法已激励村里 62 名孩子考上大

学、走出大山。

“ 先 前 的 泥 巴 路 ，全 部 旧 貌 换 新

颜，太阳能路灯照亮孩子们上学路，养

殖业的发展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

就业创业，孩子们也争气，年年都考出

好几个大学生，这样的变化，以前想都

不敢想。”村党支部书记安多杰对日扎

村的发展充满希望。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祖祖辈辈

靠着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维持生计的

日扎村村民也开辟了新的致富路径。

2020 年，村“两委”班子在张全有的带

动下，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考察花

椒种植，并于同年 10 月首批引进优质

无刺花椒苗木 1800 株试种，2021 年 4
月，在开展育苗试验的基础上再次进

行移栽试验，取得无刺花椒在日扎村

试种成功，计划于 2022 年 5 月批量引

进栽植。

张全有劲头十足地算了一笔增收

致富账：“无刺花椒树一般两年挂果，

三年后每株能摘一斤多干花椒，五年

后每株平均摘两斤干花椒，八年后每

株摘四斤左右。保守测算每斤花椒价

格 60 元，三年后每亩 4300 元，五年后

每 亩 6600 元 ，八 年 后 每 亩 8000 到

10000 元，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稳定增收

的产业。”

如今，依托优质饲草、传统技术等

资源优势，特色养殖业已成为日扎村

“护得了生态、富得了口袋”的富民增

收产业，越来越多的日扎村人，开始将

发展的目光聚焦在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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