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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声音要到经济社会发
展中聆听，时代的脉动要去群众生
产生活里寻觅。每到春节万家团
圆、欢乐祥和的时刻，就是新闻工
作者一年一度新春走基层采访的
时候。“新春走基层”作为新闻宣传
战线的优良传统，每年都会透过

“过年”这个观察群众生活变迁的
重要窗口，让读者看看一年来的发
展新变化，从中更具体地理解社会

“大”主题、更深刻地体味时代奔涌
不息的新气象。

时光流转，今年的“新春走基
层”有着不同往年的特别——在全
面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和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的大背景下，人民群众是怎么过春
节的，如何反映当下的经济态势和
群众的新期待、如何报道发展新成
就和干部群众精神新风貌。为此，
本报记者深入农村牧区、走进工厂
街巷、来到春运一线，从柴米油盐
中观察普通人家的日子、听取对来
年的期望和信心、品尝一年来饱满
香甜的果实、感受奋斗者的坚守与
耕耘，并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成
鲜活的文字和生动的画面，向读者
报告乡村振兴、民生变化、消费活

力、经济韧性、绿色发展、奋斗追梦
等群众关心的社会主题。

从小切口直剖大主题，从一篇
篇沾着泥土、冒着热气的基层鲜活故
事，让读者感受到时代日新月异的进
步和昂扬奋进的气息，体会到奋进新
征程的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激励更
多人树立豪情壮志和拼搏信心。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奋斗力量，
是新闻宣传战线肩负的光荣使
命。深入基层、反映现实，把新闻
写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需要新闻
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努力提升运用群众语言的能
力，“蹲下身子”调整观察和思考的
角度，以百姓视角从基层挖掘鲜活
题材和生动内容，为伟大时代讲好
青海故事，展现新闻舆论工作新作
为，增强新闻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让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二十大精
神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激励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本报记者 秦 睿

讲述青海故事讲述青海故事
记录美好时代记录美好时代本报记者 栾雨嘉

1 月 27 日，记者驱车穿越崎岖蜿蜒

的山路，来到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倒淌河镇次汗达哇村的尕海生态畜牧

业专业合作社。人还未进入合作社，耳

边先传来一阵阵此起彼伏“咩咩咩”的

羊叫声，就像奏响在乡间牧野的欢快的

交响曲，不禁让人对今年的畜牧业生产

充满了希望。

循着声音往里走，温暖的棚舍内，

脾性温顺的小羊羔尚在母羊怀中跪乳，

而性格活泼的小羊羔则在宽敞的棚圈

中跑来跑去、撒欢玩乐，还有的羊儿则

在暖阳下享受地打着盹儿……合作社

呈现“开门红”的景象，为初春的草场赋

予了活力与生机。合作社内，当地村民

忙碌地补饲料、查看妊娠母羊，幸福地

迎接小羊羔的到来。

“我们养殖品种是高原型藏系羊。

不久前，这群母羊又产了几只小羊羔。”

合作社牧民华旦达哇宠溺地看着依偎

在母羊身边的新生小羊，顺手抱起一只

还站不稳的小羊羔爱怜地说，“对我们

草原上的牧民而言，新春期间接羔是一

件吉利的事情，也寓意今年收获满满的

好兆头！今年春节我们就是在合作社

里过的，母羊产羔离不开人，得时刻守

护在这里。”

眼下，正是共和县牧区接羔育幼的

关键期。冬羔接育已近尾声，新一轮的

春羔接育工作接踵而来。共和县牧民

群众一手抓养殖，一手抓生产，两手抓

两不误，为畜牧业经济平稳运行打下基

础。

为确保全县接羔育幼工作顺利开

展，共和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深入当地合作社以及牧户

家中开展接羔育幼技术服务以及生产

母畜疾病防治工作，更好地降低生产母

畜、幼畜发病率，提高仔畜成活率。

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兽医

师喇红青说：“ 接羔育幼工作是畜牧业

生产的关键环节。中心多次组织技术

员进村入户传授养殖技术，针对母畜的

圈舍保暖、疫病防治及养殖户遇到的难

题进行全天候跟踪服务，同时开展母畜

和幼羔的疾病防治等工作，帮助他们提

高饲养、管理水平。”

次汗达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

事长多杰才让瞅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

小羊羔，对今年合作社的发展充满希

冀：“截至目前，合作社有 6500 多只生

产母羊，这些母羊从去年 12 月份开始

产冬羔，到目前大约生产了 3000 多只

冬羔。年过以后，我们即将迎来剩下

3000 多只春羔的生产，预计今年我们

能收获 6000多只小羊羔。”

根据多杰才让介绍，放牧是大多数

次汗达哇村牧民的收入来源。过去由

于没有科学养畜的经验，羊儿因品种

杂、体质弱，卖不上好价格，过度放牧也

导致牧草日渐稀疏。

牛羊变“养法”，牧民换“活法”。从

2018 年开始，次汗达哇村以藏羊高效

养殖为抓手，对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

造，动员牧民将草场、耕地、牲畜等生产

资 料 进 行 折 股 量 化 ，引 进 优 质 藏 羊

6520 只，并按照统一饲养、统一生产、

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的“四统一”模式进

行经营。同时，合作社也实现了由传统

放牧转变为规模化养殖，由经验养殖转

变为科学高效养殖，由牧户零售转变为

基地统一品牌销售的转变。

多杰才让说：“合作社对引进的藏

系羊进行畜种改良，不断优化畜群结

构，尤其是藏系羊由‘一年一胎’转变为

‘两年三胎’的高效养殖，促进了藏羊产

业发展提质增效。为了实现草畜平衡，

冬羔今年 4 月就能出栏，春羔 5 月份出

栏，我们把小羊羔卖到湟源、湟中、民

和、海西等地的活畜交易中心，一只小

羊羔能卖 800 元，6000 多只小羊羔能卖

400 多万元。我们用卖的钱给合作社

社员分红，带动他们致富增收。”

“为了守护好这些母羊，我早早准

备好了草料、玉米、麸皮等多种混合

调配的饲料，保证母羊的营养需求。

不仅如此，我还会用手掏干净刚出生

小羊羔口鼻内的黏液，把它们安置在

一个温暖的环境内，避免它们冻伤。

看到小羊羔们都能茁壮成长，就是我

最幸福的事！”华旦达哇脸上始终带着

笑意，他表示自己入了 150 多股，去年

拿到分红 6 万多元，他相信在自己的辛

勤付出下，今年小羊羔一定也能卖个好

价钱！

牛羊变牛羊变““养法养法””牧民换牧民换““活法活法””

本报记者 何 敏

大年初三一早，随着吱吱扭扭的

开门关门声，以及小动物们此起彼伏

的叫唤声，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

救护繁育站（以下简称“救护站”）在

晨曦中醒来。

随晨曦一起到来的，是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的寒冷天气。四野寂静，

无人烟亦无其它声息，仿佛与世隔绝

一般，但是透过四处悬挂的大红灯笼

和张贴的春联，依然有浓浓的年味扑

面而来。

救护站坐落在祁连山脚下，承担

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生动

植物资源调查监测、科学研究、开发

利用，以及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繁

育及栖息地恢复等工作。

今年是救护站设立以来的第一

个春节，也是站长李全亮和他的同事

徐丰奕在站里过的第一个节日，由于

救护站里还有十几只小动物在接受

救助，所以李全亮他们索性就把工作

当做了过年。

每天吃过早饭，李全亮和徐丰奕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准备动物们的

饮食。那只黑鹳还小，一天要喂两顿

饭；三只荒漠猫吃的肉要拿出自然解

冻；藏野驴和白唇鹿养在了外场里，草

料得辛苦男同志多跑点路抱过去……

半个小时以后，李全亮骑着小电

三轮，拉着站里所有空着的瓶瓶罐

罐，往几百米开外的河边去取水。救

助站刚建成不久，人的饮用水是定期

从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县城拉过

来的，但动物们喝的水和其它生活用

水，只能靠自己解决，十分辛苦。“好

在河里还有水，我在冰面上凿个窟

窿，每次去了把窟窿里的薄冰敲开，

就可以舀到水啦！”李全亮笑着说。

给动物喂食是一天工作的“重头

戏”。这项工作得两个人配合，一个

人开关门，另一个人负责投食；内外

活动区的门要依次开关，以免小动物

偷 偷 溜 走 。 危 险 性 也 是 显 而 易 见

的。虽说救护的动物多为与族群走

散的几月龄的小动物，但毕竟是野生

动物，看到食物自然而然就会有扑抢

和攻击的举动，还得靠人腾挪闪躲加

“训斥”才能投喂成功。

当然，吃饱饭以后的小动物们也

是蛮可爱的：三只荒漠猫晒太阳晒得

一脸懵，看上去傻乎乎的样子快要萌

化人了；大眼睛的小藏原羚来回踱

步、神清气爽；上蹿下跳的岩羊则被

爱流口水的“舍友”西藏马鹿围观，一

动一静配合默契；机警的黑鹳看见有

人来，不停地冲着人“嚷嚷”……

每 每 看 到 这 样 的 画 面 ，出 生 于

1997 年的徐丰奕就感觉特别满足，

“我觉得跟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过年

也算是一种团聚。它们还没有过过

人类的新年，那我们就跟它们一起过

年，把平时它们喜欢吃但是‘不舍得’

加太多的一些好吃的给它们适当多

添一点，让它们也跟我们一起快快乐

乐过个春节！”

同样的喜悦之情也在李全亮的

心头萦绕。作为站长，三十出头的他

已经肩负起了救护站未来建设和规

划的重任，所以，白天跟小动物们“欢

度春节”后，晚上他会一如既往地埋

头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

二十大精神、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精

神……每一次的深入学习都会带给

他新的认识和思考，并赋予他展望美

好前景的底气和勇气——

“今年我们初步打算与省内外

救治经验丰富、医资力量雄厚的机构

开展对口指导和派驻交流等学习，来

提高咱们的综合救护能力；其次要在

发挥好救护站基本作用的同时，抓好

科普宣传，争取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生态保护成效的展示窗口，

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各类自

然保护地、野生动物园、组织协会等

有关单位的积极沟通和合作。”李全

亮激情满怀地说。

一天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在李全

亮们整理野生动物救护日志的忙碌

中来临，而明天，年轻的救护站工作

人员又将迎来与被救护动物们“欢度

春节”的一天！

与救助的野生动物与救助的野生动物
一起过一起过““春节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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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慧慧

巧手宫灯秀、太阳能电风扇、彩虹

流星雨、科学小课堂、4D 特效影院……

兔年春节，古城西宁红红火火的年味和

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撞了个满怀。

1 月 26 日 ，走 进 青 海 省 科 学 技 术

馆，一层序厅开展的科普新年集福卡体

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许多家长带

着孩子们饶有兴趣地体验着各项活动。

“过年嘛，就想着带孩子出来走一

走、看一看。今天带孩子来打卡科技

馆，是想体验一番‘科普大餐’。”来自河

北省张家口市的游客王世明说。

将糖棒放在糖画笔的卡槽上，片刻

后，糖液开始融化，手持糖画笔将缕缕洒

下的糖液均匀铺展开，不足 5分钟，一朵

栩栩如生的向日葵便呈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儿子举起父子两人共同完成的

“作品”时，王世明高兴地说：“一起动手、

一起体验就是最有意义的亲子时光。今

天儿子自己选了向日葵造型图案，希望新

的一年他能继续向阳生长，快乐健康。”

另一边的“兔年戳戳秀”体验区同样

人气十足。“先戳小的色块，再戳大的色

块，戳针要贴着布面移动，针尖需要斜面

朝着前进的方向……”科技馆工作人员

刘旌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操作步骤。

五年级学生王梓萱心领神会地戳

着画面中的“橘子”说：“平时，我经常和

奶奶在家里做手工，现在有老师的指

导，做起来很容易。今天这幅主题是奶

奶帮我选的，叫‘大吉’，大字底下就是

一个小橘子。”王梓萱说。

“年前，我们结合春节主题策划了

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体验

活动，设置了许多有趣的环节。自大年

初三开馆以来，日均接待量超 2000 人

次，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序厅的活动只

是其中一部分，楼上展厅还有更多精彩

内容。”省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教育部项

目主管赵晓林告诉记者。

14 时 40 分，“电磁大舞台”正式开

演。前来参观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有

序引导下依次排开。

沿面放电、雅各布天梯、法拉第

笼……在科技辅导员张钰鹏一番绘声

绘色的讲解中，人们感受着科技馆这一

“老牌节目”的独特魅力。

张钰鹏对记者说：“我们想借助这 3
个电学实验，将相关的物理学知识深入

浅出的为大家讲解出来。新年期间已开

展了4场，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尝试推陈出

新，让讲解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

从更新科普方式方法到打造科普品

牌工程，从传播科学思想到弘扬科学精

神，省科技馆持续发力，不断焕发崭新风

貌。这其中，不断升级的科普场馆设施更

是为参观者带来了一场场“科普盛宴”。

根据动作即可完成航天服换装体

验；在飞机模拟驾驶舱体验飞机起飞、

降落的感觉；透过望远镜看璀璨星辰

……四层的“航天之路”展厅将互动和

体验巧妙融合，令参观的人们高声叫

好。省科技馆展览教育部科技辅导员

周颖不时在展厅内向参观人员解疑释

惑，“去年 3 月开始，我们对场馆进行了

三次升级改造，今年大年初三正式开

放。展厅分为 3 个版块，共有 20 余件展

品。”周颖说，“我国航天事业从白手起

家到创造一个又一个填补国内空白的

‘第一’，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迎

着新春佳节的喜气，我们希望带领大家

共赴一段筑梦之旅，在孩子们心中‘种’

下探索浩瀚宇宙的种子。”

科技馆内，还有许多忙碌的身影，

他们身穿红马甲，连续几日一直在展厅

内引导参观人员，在志愿服务中传递着

新春的温暖。

“在科技馆里做志愿者是很幸福的

一件事，能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科普

年’更是很有意义。希望有更多的人走

进科技馆，感受科技的魅力。”青海大学

大二学生赵宗楠说。

省科学技术馆副馆长樊明洲说：

“新的一年，我们将切实把党的二十大

精神转化为奋力书写现代科技馆体系

建设新篇章的强大动力，加快推动全省

‘两会’精神在科技馆落实落细，不断优

化科普资源共建共享环境，继续构建丰

富、系统、便捷、可持续的活动场景，打

造精品科普活动，全方位呈现各类科普

资源，为公众搭建起学习科学知识的良

好平台，使科普资源最大限度地惠及基

层群众，推动科普价值引领、科普供给

质量和科普服务效能再上新台阶。”

新春新春，，共赴一场共赴一场““科普盛宴科普盛宴””

了解星球奥秘。 制作宫灯。 本报记者 张慧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