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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西宁市

信保集团充分发挥融资担保“放大器”功

能，持续优化金融供给，“贷”动三农及中

小微企业成片成林。

秋冬时节，位于湟源县大华工业园

区的青海隆福佳人农业产业化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现场一派繁

忙，经过杀菌、灌装、包装等加工流程后，

一箱箱沙棘果粉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

看着这般景象，陈连海喜上眉梢。

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的原因，做农产品深加工的陈连海

也遭遇了“寒冬”。陈连海介绍，2021 年

7 月，公司车间完成升级改造，可刚生产

没几个月，眼看着效益开始好转，就受到

了影响。包装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加上

生产的产品又运输不出去，公司资金出

现了很大的问题。

正发愁时，西宁信保旗下的湟源金

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穗服务惠万家”

工程宣讲队入企宣讲。在得知隆福佳人

农业产业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后，湟

源金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第一

时间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积

极跟进担保需求，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为

其担保贷款 80 万元，缓解了陈连海的资

金压力，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现在，我们不仅做自己的沙棘系列

产品，也为一些网红产品做代加工，效益

越来越好。”陈连海介绍。

在抓好自身发展的同时，青海隆福

佳人农业产业化有限责任公司不忘社会

责任，带动周边村庄困难家庭人员就业。

在分拣车间里，家住大华镇池汉村

的马万玉正在仔细地分拣着藏红花，多

年 前 一 场 车 祸 导 致 马 万 玉 失 去 双 腿 ，

2021 年 10 月，她来到隆福佳人公司应聘

工作。在进入工厂后，马万玉兢兢业业，

认真负责地工作。如今的她，已经成了

分拣车间的一把好手，收入从每月 2400

元涨到 3700 多元，家庭生活条件也发生

了巨大的改变。

除了马万玉，同村的芦国花也在公

司灌装车间务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担保贷款不仅扶持的是涉农企业，

也为企业带动扶持周边困难户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我们公司现有的 60 多人基

本都是周边农村的妇女，从去年开始，我

们调整了策略，采取计件的方式，大大提

高了她们的积极性，也为企业增加了产

量，现在人均年收入能到 4 万元左右。

今年 8 月，公司黑红枸杞包装车间完成

改造投入生产，为周边村民提供 30 多个

的就业岗位。”陈连海道。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

放大效应，合力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三

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额度少”等问

题，西宁市信保集团全面推进“金穗服务

惠万家”工程落地落实，力求实现财政资

金效应最大化，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西宁市信保集团所属大通、湟中、湟

源三家担保公司迅速行动，采取“线上+

线下”方式帮助涉农客户填写申请书、测

算贴息额、复印装订申报材料等，简化担

保流程，减少重复尽调，切实将“金穗服

务惠万家”工程落实到位、将政府助农补

贴政策送到农民手中。截至 6 月底，工

程项目累计担保贷款 8776 笔，撬动银行

资金流入“三农”领域 32.85 亿元，放大倍

数约 36.5 倍，10 多万名村民受益，政策性

支农担保业务已覆盖西宁市湟中区、大

通县和湟源县所辖 45 个乡镇 616 个行政

村，乡镇覆盖率为 100%，行政村覆盖率

达 76%，有力保障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有

序。

本报记者 潘 玲

西宁信保：
金融活水润三农

初冬时节，走进海东市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岗察藏族乡，映入眼帘的是

一片辽阔的金色草原、一座座连绵起

伏的山峦和被白雪覆盖的山顶。岗

察藏族乡高原牦牛养殖基地就坐落

在岗察村一座草山脚下，基地里，一

排排崭新整齐的牛棚和储草棚呈现

在眼前，施工队正在有序进行第一期

项目收尾工作。

岗察藏族乡高原牦牛养殖基地

总投资 5500 万元，分三期完成。今

年 第 一 期 投 资 400 万 元 ，目 前 已 完

成 建 设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牛 棚 、储 草

棚、尿液池、饲草料种植基地、放牧

区 草 场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及 畜 种 改

良。

正在施工现场忙碌的岗察村党支

部书记关却杰高兴地说：“我们村历来

以放牧为生，全村 80%以上的经济来

源均靠畜牧养殖业。随着牲畜数量越

来越多，原有的草场已不足以将牛羊

养得膘肥体壮，再加上冬季漫长，挨不

过寒冬的也不在少数。今年，在我们

村实施了牦牛养殖的这么一个项目，

村民可以把自己家的牦牛入股到合作

社，年底收益后再进行分红，这样牦牛

就都能吃饱，能养肥了。”

岗察藏族乡是海东市唯一的纯

牧 业 乡 ，拥 有 天 然 草 场 近 4.3 万 公

顷，存栏牦牛 1.98 万头，占全县牦牛

养 殖 量 的 88.39%。 长 期 以 来 ，岗 察

藏族乡以畜牧养殖业为主导产业。

在传统养殖模式下，牧民靠天养畜，

牦牛以散养为主，除了当地牧民过

冬用的自食肉之外，只有极少数出

栏售卖。

2022 年 ，循 化 县 委 县 政 府 投 资

400 万元，在岗察藏族乡建设高原牦

牛养殖基地，就是为了创新养殖经

营模式、补齐畜牧产业短板、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牦牛产业繁

育发展新模式，充分盘活“沉睡的资

源”，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牧民变股民”，初步形成牦牛生态放

养和舍饲圈养、绿色有机和标准化

管理相结合的“放牧＋适度补饲＋

半舍饲＋追溯”的养殖模式，逐步打

造具有高原特色、岗察特点的地标

性品牌。

“高原牦牛养殖基地建设第一期

项 目 完 成 后 ，岗 察 村 每 户 入 股 2 头

牛，村集体入股 333.33 公顷放牧区草

场和 33.33 公顷饲草料种植基地，收

益后将按入股资金的 6%进行分红。”

岗察藏族乡党委书记多吉交巴介绍

道，“养殖基地由岗察村党支部统一

管理，陀岗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运营，采取现代化养殖模式，为牦牛

精准补饲，在提升牦牛存活率、缩短

生长周期、提高出栏率的同时，减轻

过度放牧导致的草畜失衡，提升牲畜

冬季受灾防御能力。”

本报记者 潘 玲 通讯员 循 组

岗察藏族乡开建高原牦牛养殖基地

“返乡能人，他们带来的不仅有资金、技术，

还有现代化经营理念和先进的管理方式，能够

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机和活力。”西宁市湟中区玉

拉村党支部书记曹有明感慨到。

2021 年，玉拉村育苗中心引进了 11 名专业

技术人才，培育出 34 种草莓品种，并研发出了

一些适合青海地区栽种的反季节草莓品种，带

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致富。还先后培训技术能

手 300 余名，每年有 60 位村民变身新型职业农

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人才活水。

“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

乡）”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推动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新型

工农城乡关系的有效途径。西宁市自 2021 年 3

月启动实施“三乡工程”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积极行动，各项工作迅速破局并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在探索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

全、环境友好、资源节约”高质量发展的乡村振兴

进程中，“三乡工程”已经展示出巨大的潜能与空

间、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作为西宁市推进乡村振

兴的特色载体和有效抓手，已然成为建设现代美

丽幸福大西宁的一张美好而亮丽的“名片”。

扮靓高原美丽乡村

2021 年 3 月，西宁市委市政府做出在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全市深入实施“三乡工程”的重大决定并细

化出台支持“三乡工程”的 30 条具体措施，建立

“三乡工程”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对推进“三乡

工程”做出全面安排部署。各区县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了“三乡工程”工作方案、重点任务清单

并迅速加以实施。

为厚植市民下乡基础，西宁着力补齐乡村

基础设施短板。遵循乡村建设发展规律，围绕

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目标，以改造提升农村基

础设施网络为抓手，推动水利、公路、管道、电

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向乡村延伸。

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结合，外

修颜值、内修气质，努力营造一个设施齐全、服

务配套、适宜居住的良好环境。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八里村、湟中

区拦隆口镇卡阳村村庄规划被自然资源部列入

全国“多规合一”村庄规划优秀案例。同时不断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实施农村污

水治理项目 11 项，清理生活垃圾和农业生产废

弃物 2 万余吨，192 个村基本实现农村污水收集

处理；新一轮农村厕所革命改厕 10240个。

湟中区涌现出许多田园美、生活美、和谐

美、群众美、风情美的“网红村”，如田家寨村从

昔日荒滩地变为如今的网红“打卡地”，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市民下乡。

激活要素资源

“不用跑很远就能住到有特色的民宿，我们

全家人都很喜欢‘日月山下二十四个庄廓’！”西

宁市民姚女士表示。

保护好传统村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保

护好原生态，绝不能大拆大建，绝不允许对环境

造成污染。坚持衬托地域特征、传承历史文化、

保留民俗底蕴、融合产业发展，形成“一村一景、

一村一品”的美丽乡村。这是西宁市指导“三乡

工程”有序推进遵循的全域规划、全域整治、全

域建设理念。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样式、一村一风格、一村

一特色”。湟中西纳川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大通朔

北藏族乡窎沟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湟源历史文化

乡村旅游等 7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推出，湟中

区云谷川“印象小镇”、湟源县河湟民宿“日月山下

二十四个庄廓”、大通县“十里塘坊”等特色品牌成

为新的网红打卡地，吸引着更多的市民下乡。

让绿色成为乡村的底色。在“三乡工程”

中，西宁市激活要素资源，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

数据显示，目前西宁高原特色冷凉蔬菜生

产面积稳定在 1.8 万公顷，建成标准化规模化蔬

菜生产基地 195 个，畜禽规模化养殖场 299 家；

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97 家，主

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61%，带动农户 22 万户；

创建“河湟田源”区域公用品牌，农畜产品获得

中国驰名商标 14 个；全力推进 10 条乡村旅游示

范带提质升级，申报星级乡村文化旅游接待点

10 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15 个，民族

手工艺品加工生产扶贫工坊、基地 10个。

同时，多措并举筑巢引凤，积极促进能人回

乡创业。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与中国农科院、

青海大学等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面融入

青海省农业科研创新联盟。选派 1000余名农业

科技推广人员深入乡村开展服务，构建“专家+

示范基地+农业技术指导员+农业科技示范户+

辐射带动户”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机制，建成西

宁蔬菜科技园等一批区域性试验示范基地，吸

引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三乡工程”。实施乡土人

才培育工程，培育高素质农民 2400 余名，带领 6

万余名农村实用人才活跃在农业农村一线，发

挥了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作用。

聚力助推乡村振兴

在实施“三乡工程”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

难和问题。

“乡村有什么？”“应该怎么去？”“去了干什

么？”这是许多市民的疑问，乡村旅游相关信息

发布不充分、选择性不强，反映出“数字乡村”建

设特别是旅游网上咨询服务需尽快完善。

“乡村有什么”“去了能干什么”“乡村能够

提供什么”等问题，这反映出乡村组织“一站式”

为能人服务的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投资乡村有哪些

准入条件？”“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保

障？”“长远发展能否稳定持续？”企业兴乡需要

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很多……

用市场规律，破解不解、难解问题，做可行

之事、创新之事，助推乡村振兴。

持续吸引市民下乡消费方面，西宁市确定

要以提升乡土生活体验为目标，实现城乡互联

互补，促进农村进一步“活”起来。

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上做

文章，以满足市民远离喧嚣、返璞归真的情感需

求为导向，将乡愁村韵物化、活化、产品化，培育

发展“乡愁产业”。努力打造乡村记忆工程，形

成一批富有高原地域特色和“河湟”文化底蕴的

“乡村群”，传承历史文化记忆，吸引更多市民下

乡。同时，提高乡村旅游运营水平，结合乡村地

貌生态特点展示乡村风貌、挖掘乡村特色饮食、

优化特色传统农产品生产加工，开展踏青、赏

花、休闲、冬季旅游等主题活动，利用电商平台、

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自媒体、直播带货等新

媒体，引导市民到农村体验乡土风情、品尝特色

美食、观赏乡村美景、购买土特产品等，满足市

民下乡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多样化性需

求。拓展帮扶工作内容，结合实际拓展居民家

庭或亲朋对接农户家庭，市民家庭体验种植、养

殖，通过租种、代种、代管、代养等形式，体验农

业生产和收获，促进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

为激发能人的乡愁情怀，吸引更多能人乡

贤回乡投资兴业，反哺农村、振兴乡村，带动农

民进一步“富”起来。西宁市将加快平台建设，

打通各类人才回乡创业的绿色通道，全面掌握

在外能人、已回乡能人和有意愿回乡能人的情

况，对已签订协议的能人和企业，提供“一站式”

服务，建立跟踪包服机制和“三乡工程”政策兑

现绿色通道，让符合条件的能人和企业尽快享

受到政策红利，为人才在乡村广阔天地大展拳

脚营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能人组织协调能力，为乡村投资兴业

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尽快启

动培养新业态领域技术人才和农村全领域本土

人才，这类人才更能稳得住、接地气，也能真真

正正为“三农”服务，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同时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企业兴乡”联通着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能有力推动农业进一步“强”起

来。因此，西宁市提出四条相关措施。

一是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尽快建立村集体产

权制度信息化平台并运营，开展“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发展本土经营主体。

二是优化乡村资源，盘活农村空闲农房和

农地资源，满足规模企业标准化、集约化生产需

求，为发展餐饮服务、农产品精深加工、商贸流

通、休闲观光旅游、农家乐民宿创意化等第三产

业提供基础、制造商机。

三是推动产业特色化融合化发展，结合村

庄特色、资源禀赋，宜林则林、宜农则农、宜居则

居、宜游则游。

四是推动村企共建，鼓励村集体（村级股份

制专业合作社）与引进企业组建村级新型经营

主体，，将村集体土地、荒山和村民自有耕地、房

屋的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为引进企业提供行

政审批、土地流转、劳务派遣等协调服务，以股

权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李 娜

西宁：“三乡工程”显现活力与动能

新建的岗察藏族乡牦牛养殖基地。 杨吉卓玛 摄

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开展服务。

企业建起乡村旅游基地吸引市民下乡。

能人在农村大显身手带动农业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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