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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具有青海“会客厅”之称的海东市

平安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擘画的宏

伟蓝图，抢抓兰西城市群建设新机遇，

以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建设协调推

进为契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力争在高质

量发展上做表率，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上走在前。

推动绿色农畜产品
输出地上“育新机”

6 月 18 日，记者走进平安区富硒牦

牛产业园，来自石灰窑回族乡处处尔

沟村养殖大户马强，正在 4 号棚内为早

上刚刚入园的 106 头西门塔尔牛投喂

饲料。

作为村里的养殖大户，马强是第

一个入园养殖户。

产业园养殖空间大，环境好，形成

了养殖销售一站式产业链。

马强说：“我原来在本村养殖棚里

养了 300 多头牛，乡上领导在走访调研

过程中告诉我，散养户在富硒牦牛产

业园养殖，会有一些扶持政策，那里养

殖空间较大，集中养殖牛羊吃的饲料

统一配送，成品牛销售无后顾之忧，而

且集中养殖对本地环境污染小，自己

动了心，就入园了。”

位于洪水泉回族乡的平安区富硒

牦牛产业示范园区占地面积 80 公顷，

修 建 标 准 化 牛 圈 70 栋 ，可 同 时 容 纳

10000 头牦牛 ，预计年出栏牦牛达 2.2
万头，是目前青海最大富硒牦牛养殖

示范园区，园内分大型牦牛育肥、饲料

加工等多个功能区。

入园后，养殖方式实行集中管理、

个人喂养、集中销售，有效解决农户散

养遇到的瓶颈。通过生态化、自动化、

集约化、标准化、高效化养殖，规模化

打造平安区富硒牛肉品牌。

青海华丰高原富硒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担负富硒牦牛产业园运行，负

责人刘积龙说：“本着建成一批、交付

一批、使用一批原则，第一批牦牛入园

前我们对 1 号区 4 个棚圈全面消杀，最

大限度降低牦牛患病风险，实现牦牛

在园区生活‘零风险’。在牦牛可溯源

系统、饲料配方、饲养方式以及设施设

备使用等方面同步跟进，高标准、高要

求、高水平优化养殖方案。”

据介绍，预计到 2023 年园区单批

存栏 4000 头，年出栏达 8000 头。2024
年进入规范化运营阶段。富硒牦牛产

业园，将成为又一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

打造国际旅游目的
地上“开新局”
“三合的六月，正是山花烂漫，那

里有得天独厚的森林氧吧、四季青葱

的峡群寺森林公园、久负盛名的夏宗

寺，凭借气候优势发展赤松茸、羊肚菌

等食用菌种植产业。”

“提起巴藏沟，令人向往的是神秘

的‘神奇阿伊赛迈山’，以及极具代表

性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和 历 史 文 物 古

迹，让人目不暇接的特色民俗文化活

动，一段物体从低往高滚动的神奇公

路。”

“平安驿，集生态、文化、旅游、休

闲、养生、度假于一体，以乡愁民俗为

主 打 、微 缩 版·河 湟 民 俗 文 化 特 色 小

镇，是青海‘会客厅’。”

……

6 月 17 日，随着平安区第六届乡村

旅游季系列活动全面启动，标志着后

疫情下旅游业恢复往日活力。

推介会上，三合、巴藏沟、平安、小

峡等 8 个乡镇街道的负责人化身“推介

者”“代言人”，以多种文艺形式介绍各

自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河湟文化。

“为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中走在前做表率，平安区以发展全域

旅游为先导，大力实施旅游业转型升

级，不断拓展投融资渠道，旅游经济呈

现快速健康发展态势。今后，将狠抓

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完善旅游链条，全

力推动文化、商贸、农业和乡村旅游深

度融合，实现由‘大’到‘强’，由‘散’到

‘精’，由‘量’到‘质’的质变。”平安区

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刘正新说。

加快富硒产业升级
上“谋新篇”

有人说，夏日的平安是多彩的，那

里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金黄色的油

菜花、红褐色的土地，共同构成层次感

明显、立体感十足、魅力四射的古驿景

致。

红褐色的土地就是含有丰富硒元

素的富硒地。

富硒土壤地发现，加之气候温和

适宜、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沟岔水系

发达无污染、日照时间长等综合优势，

对平安区发展设施农业，特别是川水

地区发展油菜、菌类、马铃薯等特色种

植业、在浅脑山地区发展草业、带动畜

牧业带来便利。

据介绍，自平安发现富硒土壤后，

2010 年开始提供技术支撑，协助当地

政府大力发展富硒产业，在平安建成

省内第一家高富硒科技示范基地，为

找到更好吃、更好看的天然高富硒含

量农产品，近 3 年来试种了小米、西蓝

花、蚕豆、小麦、西红柿等 104 种作物，

其间从硒可持续利用、土壤到植物硒

元素迁移富集机理等进行深入研究，

筛选出研究成果并形成完整的硒产业

科学发展体系，提交给当地政府便于

做产业规划。

平常小米的生长周期 3 个月，而去

年平安区三合镇祁新庄村党支部提供

土 地 和 人 员 ，严 格 按 照 天 然 、 绿 色 、

有机标准试种的 6.7 公顷小米，生长

期长达 7 个月，不仅日照时间长，而且

吸收硒元素更充分，产品经检测硒含

量高于其他作物，是普通小米的 10 倍，

这款产品一上市，就在长三角打开了

市场。

富硒地，产出的不只是粮食、蔬菜

和水果，还有富硒饲草和各类富硒肉

类。

拥有 4.2 万公顷耕地的洪水泉乡，

养殖大户越来越多，村党支部科学有

序把闲置土地以 750 元/公顷的价格流

转给养殖大户种植饲草，使荒地变绿

地，青山变成金山。

“我成立的合作社共流转了洪水

泉乡 106.67 公顷土地，种植饲草、饲用

玉米、油菜、马铃薯等。”平安区玉来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昌玉说：“自己

种的饲草喂养了 50 多头西门塔尔牛，

多余的饲草出售。”

洪水泉乡坚持把发展饲草产业作

为推动养殖业发展壮大重要抓手，依

托全膜种植优势，加大饲草秸秆利用

率，大力发展以富硒牦牛为主的牛肉

产业，把牛羊产生的粪便加工成有机

肥，以有机肥改善当地土壤结构，走出

一条“饲草种植—肉牛养殖—肥料加

工—反哺土地”循环之路。

平安区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引领下，以富硒产业科技示范园为核，

大红岭有机富硒青宏杏生态田园综合

体、白沈沟有机富硒果蔬产业园、洪水

泉有机富硒养殖产业园、三合富硒种

植产业园为中心，以重点产业园为驱

动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带、以种养殖

基地为带动的乡村振兴发展带等“一

核四心两带”格局，在高质量发展上创

出新路径。

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曲”
本报记者 杨林凌

“倡导立家规、传家训、树新风、提

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尚……”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柯柯镇东

侧 10 公里的西沙沟村口立着“村规民

约”，家家户户窗明几净，那棵为村民

遮荫的大树依然屹立在不远处……

一排排崭新的房子错落有致，彰

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浮雕墙

润物无声，柏油路笔直通畅。屋前小

院内鲜花盛开，小院门前停放着一辆

洒水车，这是 43 岁的苏世福外出打工

的“伙伴”。

“每年除了出租商铺、晾晒棚、沙

场的租金和土地流转的固定收入外，

外出务工的收入也不少。也能供得起

孩子们念书、考学了！”苏世福露出幸

福的笑容。

说到多年前的村集体收入，苏世

福告诉记者，那时候村上没有资产，也

没有产业，更不要提收入了。

据 西 沙 沟 村 第 一 书 记 刘 斌 杰 介

绍，2013 年，西沙沟村由于草原占用

获得补偿资金 417 万元，为使这笔资

金发挥更大价值，村“两委”经过外出

实地调查研究，将这笔资金用于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县城商业街购买

了铺面并出租。盘活了经济后，西沙

沟村“两委”决定出租枸杞晾晒场、沙

场；利用村集体草场 3419.3 公顷发展

公益林项目；整合精准扶贫资金投入

规模企业，按比例分红等为抓手，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思路，几年下来，村

里的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

“10 年前我们一家七口人还住在

5 间 土 坯 房 中 ，2012 年 房 屋 重 新 翻

修，过去的土坯房变成了现在的砖房，

还通上了天然气。而我们只自筹了 4
万元，这都是党的政策好！”苏世福边

说边向记者介绍着房前屋后的变化。

如今的西沙沟村在家门口就能致

富，不出村就能够享受各种优质的公

共资源，这无疑是来自高原美丽乡村

建设的外化于行。

近年来，通过统筹城乡一体化、党

政军企共建示范村等项目，西沙沟村

顺利完成了住房新建、改建，120 平方

米党建活动室、老年活动中心相继建

成，村里绿化亮化工程大大改善了村

民的人居环境，提升了幸福感。

西 沙 沟 村 经 历 了 多 年 的 岁 月 洗

礼，从洪荒到繁荣，从贫穷到富裕，这

一 切 的 变 化 ，村 民 们 无 一 不 看 在 眼

里。而这里最淳朴的家风、民风，村民

间浓厚的乡情是始终如一的。

“不管是红白事，还是家里遇到什

么困难，乡亲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来帮

忙。生活在西沙沟村，就像生活在一

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中。”这让身为少

数民族的苏世福有感而发。常住人口

有 692 人的西沙沟村有蒙古族、回族、

藏族、土族 4个少数民族，共 318 人，是

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少数民族

各有不同的习俗、文化和信仰，也正是

这些文化差异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特

点。多年来，村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相互尊重、相互交融，不分彼此，亲如

一家，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着美好

的生活。

西沙沟村多年来重家风传美德，

多次开展“传承好家风”活动，对思想

淳朴、积极向上的家风家训家规和优

秀的家风人物故事进行宣传表彰。带

动村民互相学习，养成好习惯，发挥了

先进典型在“以德治村”中的表率作

用，让村民的凝聚力更强，氛围更融

洽。

生活环境好了，腰包鼓了，生活在

村里心情也更好了，老百姓的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曾经，这是生活在西沙

沟村每一位村民的心之所向，如今都

变成了现实。

在西沙沟村的村史馆中，村中的

旧貌与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民

们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喝茶乘凉、唠家

常，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朴实无华

的笑容。此时的西沙沟村正迈着阔步

向更美好的远方走去……

“内外兼修”的西沙沟村

富硒瓜果香。 日子比蜜甜。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奶茶飘香迎宾客。 冬油菜花吸引大批游客。

我叫尕玛西周，土生土长的玉树

人，嘎玛星光艺术教育的创始人。我

是一名音乐的追梦人，也是无数玉树

孩子的圆梦者。

和大部分康巴汉子一样，从小我的

血液里就流淌着音乐乐符，喜欢唱歌跳

舞，特别是对玉树的民歌，尤为痴迷。

“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亲没有条件

送我去学习音乐，但是不少老师看见

我对音乐的执着，都愿意免费教我，也

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我才一直坚持

了下来，做了一名音乐的追梦人。”

高 中 毕 业 是 许 多 人 的 人 生 转 折

点，那一年是 2002年，我和妹妹都考上

了大学，但是家里只能负担起一个人

的学费，为了妹妹我选择了暂时放弃

学业，去北京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北

漂的日子很苦，刚开始根本没有机会

接触音乐，每天都是为生活奔波。但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抱起吉他“追梦”。

2007 年，我在北京的生活渐渐稳

定下来，并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圈

子”，一步步踏上了自己的追梦之路。

2014 年，我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

刻，参加“星光大道”并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但也正是这一次的淬炼，让我

看到了自己和专业音乐人的真实差

距，从此，我更加努力奋进。

2016 年，报考进入北京现代音乐

学院进修，经过系统学习后于 2020 年

毕业。这一年，我感觉自己真的是脱

胎换骨了，从吉他到钢琴再到架子鼓，

从乐理到声乐再到制作，基本上样样

都能“玩”得转。

正当大家都觉得我要在北京大展

拳脚时，我却突然决定：放弃北京的事

业，毅然返回家乡，开办嘎玛星光艺术

教育。

“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一群有音乐

梦想的孩子，就会想起自己的经历，苦

于没有可以系统学习音乐的地方。在

音乐的追梦路上，我已经走了很多弯

路，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有我的家乡，

有我的老师，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帮助我。现在，我学有所成，必须回来

帮助这些有音乐梦想的孩子去圆梦，

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创业决心。”

一周 30 多节课，架子鼓、钢琴、舞

蹈、画画……除了把自己的本领倾囊

相授以外，只要孩子们有想学的，我都

会请专业的老师开班。两年时间，嘎

玛星光艺术教育学校已经成为玉树无

数孩子圆梦的地方。

“能歌善舞是藏族人民特有的‘标

签’，我希望我的艺术教育学校可以帮

助玉树的孩子们挖掘自身的艺术潜

力，帮助他们走得更远，走上更大的舞

台，用独具特色的民族歌舞去展示玉

树、展示青海！”

如今，学校一点点步入正轨，我开

始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做公益上。在

玉树藏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每个

星期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钢琴课，上

课的老师就是我。

“每个孩子都有追梦的权利。从

2021 年开始，我们在这里设立了新光

公益班，每周我都会给孩子们上一节

钢琴课。”“为了能和这群特殊的孩子

们交流，我还私下里学习了手语。”

平时，我还会给喜欢音乐的孩子

减免学费，会自己写一些公益歌曲，带

着孩子们排练，教他们学会感恩。

从 追 梦 到 筑 梦 ，我 用 了 20 年 时

间。这 20 年，我始终心怀感恩，用自

己的付出和坚持改变着自己，同时也

努力改变着身边许多怀揣梦想的人。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整理)

做音乐的追梦人做音乐的追梦人
当别人的圆梦者当别人的圆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