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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隆美景数雄先，藏乡美景惹人醉。

夏季，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西部的雄

先藏族乡山清水秀，“附近的山头绿得人心

里美，街道两侧的树木枝繁叶茂，村庄巷道

里绿意交织……”说起藏乡新变化，雄先乡

下米乃海村村民卓玛脸上满是自豪。

借景富民的乡旅新业态

雄先，自然风貌秀美，别具民俗风情，发

展生态旅游的优势明显。境内的缸山、八宝

山峭拔巍峨，贼山怪异险绝，原始森林中茂

盛的油松、云杉、桦树以及数不清的灌木依

山就势逶迤生长，下米乃海段黄河波光潋

滟，历史悠久的支扎上寺、民风淳朴的下米

乃海藏族村落……都是观光佳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雄先乡充分

发掘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围绕化隆县打造

“游览胜地、文化高地、养生福地、休闲基地、

娱乐天地”的发展定位，实施“全景式打造、

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服务、全区

域管理、全季节体验”的旅游发展模式，全力

做好黄河沿岸湿地生态景观带、浅山水土保

持生态带、脑山水源涵养生态带的绿化建

设，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街道村借此机遇，开发了具有民族特色

的传统银饰加工产业。村党支部书记靳培

忠介绍说：“我们的银饰融合了汉族饰品的

精致和藏族饰品的大气，独具一格的样式颇

受游客青睐，有的村民经营银饰品专卖店年

收益能达到 5 万左右。”村里 6 名拥有银饰加

工技艺的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向村民传

技授艺，帮助他们创业增收，党员刘德勋培

养的 20多人中 3人成了行业翘楚。

为民创收的山间“新生”地

驱车途经 S307 省道雄先乡路段，青山

之上绿树环绕的一片片撂荒地复垦，新种植

的油菜和土豆长势喜人，新修的水渠流出丰

沛清水灌溉田间，露天覆膜笼罩的大片土地

反射出洁白的光，从高空俯瞰，“皑皑白雪”

的之景令人惊艳。

东朋村支部书记仁见当知笑容满面地

说：“复垦过程中，村民始终积极配合我们移

除苗木，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们协调省农业

农村厅、省发改委，为我们解决了 2 吨马铃

薯种子、2000 斤油菜种子、5 吨化肥，还有青

稞种子，工作效率非常高。”

在撂荒地较多的东由村，村民卓玛指着

眼前的土豆地，乐呵呵地说：“我们化隆县雄

由种养植家庭农牧场复耕地里洋芋长得不

错，我想收成肯定差不了。”

自今春撂荒地整治工作开展以来，雄先

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着力化

解种地与种树的“矛盾”，达到耕地与绿地需

求平衡。采取“一清二认三治四帮五保”整

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

用，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

一，实现村民收益、集体经济、农业发展共

赢。

目前，雄先乡已调查撂荒地图斑数量

828 处，开展撂荒地整治行动 10 余次，已复

耕 275.69 公顷，撂荒地变身“希望田”，群众

多了一个增收来源。“此外，乡党委政府深入

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动员全民深刻理

解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群众关注生态

的自觉意识、改善生态的责任意识、保护生

态的法律意识，村民爱绿、护绿、植绿更加积

极。”雄先乡农业专干朵生龙说。

共建共享的洁净新生活

近年来，雄先乡党委和各村党支部持续

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党员群众经常

到黄河沿岸清理垃圾，营造了人人参与环境

保护的良好氛围。

被誉为“绿色氧吧”的雄先村，深入推进

蓝天、碧水、净土行动，全力塑造高颜值。“为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我们村连续四年组

织村民共义务植树 3000 余棵，其中杏树、梨

树 、李 子 树 、苹 果 树 等 果 树 1200 棵 ，油 松

1200 棵、花椒树 600 多棵，如今山更绿、水更

清，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钱袋子鼓起

来，生活质量提高，文明之风也随之深入人

心。”雄先村党支部书记汪生浩欣慰地说。

巴麻堂村内，屋舍俨然、道路整洁、植物

繁茂。黄河上白鹭或展翅飞翔、或驻脚觅

食。“城里的亲戚都羡慕得很，说在这住比城

里舒服。”村民马福财乐呵呵地说。

党支部书记赵顺浩介绍说，2022 年，

巴 麻 堂 村 发 动 村 民 整 治 环 境 卫 生 430 人/
次，清理垃圾 3 吨、卫生死角 9 处。村干

部、党员带头到荒山荒坡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环境绿化成效进一步提升。今年，该

村被评为市级文明村，来过的人无不称赞

这里清新雅致。

雄先，科学开发利用自然禀赋，持续保

护生态环境，深入开发传统手工业，使荒地

重生富民，塑人居洁净美貌，绿色发展的步

伐稳健从容，正在用积小流以致江海的姿

态，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不断前进。

秀美雄先，绿色发展积小流以致江海

本报记者 栾雨嘉 通讯员 贵组宣

7 月中旬，记者漫步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

的各个村社，绿树掩映、道路平坦、房屋错落有致，家家庭

院干净整洁，美丽乡村的画面应接不暇。

“现在我们都养成了每天一早打扫院落、整理房前屋

后卫生的良好习惯，在干干净净的房子里住着心里舒服，

人就神清气爽。”河西镇贺尔加村的王小红自豪地领着记

者参观她家整洁的院落。

“这一路原来光秃秃的，后来有村民种了些花，但整体

并不美观。”木干村党支部书记才让加说。近些年，村里通

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

组织党员群众在公路沿线、村庄庭院、房前屋后拆墙透绿、

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破硬造绿，拓展乡村绿化空间，先后

栽植各类树木、花卉 4500 余株。当车片区的几个村每周

五都组织党员群众和志愿者整治环境卫生，现在的“当车

路”可是县里的“最美乡村路”。

“魏书记，最近去文昌宫的游客多，今天我们的主题党

日活动，就去那把沿路的卫生打扫一下吧。”河西镇下排村

党支部副书记当主加提议道。近年来，位于该村的文昌宫

景区坚持“保护、开发、利用”的原则，投资 1000 余万元实

施景区综合整治项目，对道路沿线、河道、围墙进行整理修

缮。

2022年，景区及周边各村紧跟县委县政府文化旅游市

场“大练兵、大比武、大整治、大提高”专项行动的步伐，发

起爱国卫生运动和植树造林活动，先后在文昌宫周围栽种

菩提树、芍菊、牡丹、梨树等共计 6 万余株，棵棵小树苗随

风摇曳，更显景区生机。“我们还打算在整个山坡都种上

树，给景区营造出新景象。”下排村党支部书记魏公保对此

满怀憧憬。

河西镇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方式，充分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作用，大力宣传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重要性，引导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河西镇组织委员李如琪

说：“不久前，全镇各村‘两委’对村内主次干道、房前屋后、

河道两侧的顽固垃圾、枯枝败叶等进行了集中清理。”行动

结束后，村民们看到村子整洁清爽的样子，纷纷开始自觉

维护环境卫生。

如今，河西镇的“党建红”和“生态绿”共同树立了保护

生态、美化环境的文明风尚，不仅将生活居住环境的美貌

深深印入人心，还增强了全体人民干事兴业的发展动力，

宜居宜业、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景象越来越动人。

为乡村“美颜”
树文明风尚

在7月8日召开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生态文化
工作会议上，来自国际生态环保组织的代表，国家和省
内有关部门、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生态保护、文化旅游、
宣传、教育等部门，业内专家学者、摄影师、作家等代表
共聚一堂，交流探讨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研究发展
的实践路径。为进一步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明
建设集思广益，力求以丰富的载体、多样的手段，持续汇
聚软实力，更广泛地普及祁连山生态文明，让文化构筑
起更多人心中的生态家园。

文化是推动文明发展的软实力之一，也是建设文明
的重要支撑，能发挥驱动作用推动文明内生发展，具有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要推动祁连山生态文明建设，不
断挖掘、利用、创造祁连山生态文化是关键。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深层挖掘祁连山生
态文化资源，整理收集了一系列丰富的人文地理文化成
果。

祁连山，孕育了影响中国发展走向的河西走廊，也
是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丰富的地区。在青海
片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
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五大类，共
134处。诞生了阿柔逗曲、华热藏族刺绣、浩门走马、减
棋等 5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内涵深厚。高耸
的祁连山脉，将内蒙古的沙漠与柴达木盆地的荒漠隔离
开来，使得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可以停留，形成了冰
川、河流与绿洲，从史前时代起便滋养着人类。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与激励，
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与整合作用，在人的意识中
建立保护和热爱生态的理念。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
管理局持续推进生态文化教育，已在青海片区设立 13
所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学校，打造5处自然教育特色管
护站，探索出“课程研发-教材读本编制-师资培育-学
校应用”的产学研教深度融合全闭环链条，编写并开发
了规范化的自然教育教材和课程，生态科普馆、生态展
陈中心的自然教育、自然解说功能逐渐完善。

与此同时，青海片区持续策划组织作家行、画家行、
记者行等系列活动，多形式推进祁连山生态文化传播。
组建了由媒体记者、生态摄影师、自然文学作家等行业
人才构成的“宣传队伍”，对优秀者进行表彰嘉奖。还与
青海省文联、青海省社科院、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
学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形成以新闻报道、文艺作
品、研学教材为载体的宣教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体验、
研学、教育活动，扩大祁连山生态文明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做贡献。

赵 睿

让文化构筑心中的
生态家园

玛可河林场，位于被称为“果洛小江
南”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境内，面积
达10.16万公顷，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天然
原始林区。因地形、气候因素，森林植被
类型丰富，是我国高寒林区重要的生物
种群库。以云杉、冷杉、白桦、圆柏等优
势树种组成的寒温带针叶林，广泛分布
在海拔3200—4200米之间的森林生长极
限地带。贯穿林区的玛可河，是长江重
要支流大渡河的源流之一。

本报记者 石成砚 通讯员 曹民锴 摄

铺了覆膜的复耕地在阳光下如盖了“皑皑白雪”。 通讯员 洪素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