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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通讯员 才仁措

隆冬时节，走进黄南藏族自治州尖

扎县的村村落落，一个个村集体产业之

间 暗 自 竞 争 的 浓 烈 氛 围 让 人 耳 目 一

新。村党支部召集村民集思广益、去往

县城登门咨询……为了能让集体产业

更好更快地发展壮大，各村“股东们”提

起百倍精神，精心筹划崭新的门路，到

处寻求资金支持，一时悄然形成了一股

比拼、赶超的气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对尖扎县乡村振兴局来说，从选定

试点村到项目规划，再到最终确定项目

实施方案，2023 年乡村建设和产业发

展所有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前的这几步，

都要在开春前全部尘埃落定。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我们对下一步工作有了更加清晰的

目标，也让大家有了更充足的底气。”尖

扎县乡村振兴局局长杨吉加带头组织

全局干部职工、全县各村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村党支部书记和新入职选调

生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结合

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对目前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深度剖析。就在这个过程中，下

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路径渐渐趋于

清晰、完善。

“2023 年，我们要继续把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扎扎实实

落实防返贫政策，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

返贫底线。”杨吉加说，在此基础上，要

拿出“绣花”功夫做好项目库，监督使用

好乡村振兴资金，让资金在产业建设中

发挥大作用，走规模化、集约化的路子，

让产业收益惠及千家万户。

历经脱贫攻坚期大刀阔斧的改革

升级，尖扎县乡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新变化，但源自县域自然地貌的千差

万别，使得“山上”和“山下”矛盾依然突

出——在尖扎县，沿黄三镇一乡和浅脑

山区六个乡镇在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

上有着较为显著的差距。

由此，资金向山上倾斜，基础设施

建设和产业发展均等布局，成为了尖扎

县推动全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必由

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浅脑山区

的山村接二连三被定为试点，随之开启

高质量发展的巨轮。如今，探访尖扎县

一座座山村、一幅幅基础设施完备齐

全、集体产业风生水起的崭新面貌正呼

之欲出。

喂食、消毒、投药、清扫过道、分拣

鸡蛋、注射疫苗……前不久，走进乡村

振兴试点村马克唐镇加让村，尖扎志和

养殖专业合作社饲养员们正忙得不可

开交，在刚完成主体建设的自动化鸡舍

里，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吉合

加正在绘声绘色地向县乡村振兴局工

作人员“兜售”他们将如何利用全自动

设施设备迈上新台阶的计划。

“我们通过乡村振兴、农牧等方面

的产业扶持，争取了 470 万元资金，计

划 2023 年再扩大养殖产业规模，发展

肉鸡、生猪养殖，还计划开办乡村旅游

接待点。”2022 年，养鸡场收益达到 70
万元，这让吉合加对扩大集体产业规模

有了足够的底气，意气风发的他看上去

活脱脱像个充满干劲的年轻小伙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分配

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

富……”作为村里致富能手，吉合加对

此番话语感触颇深，“政策好，我们就更

不能偷懒，要想把日子过好，实现共同

富裕，关键还是要靠自己。”他认为，躺

在政策的“温床”上，不如撸起袖子加油

干。为此，面对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

的重担，他像个转动的陀螺，总是有忙

不完的事儿。

开足马力的加让村是尖扎县将乡

村发展触角由沿黄谷地伸向浅脑山区

的缩影，如今，在“精准滴灌”式的扶持

下，越来越多的“后进村”被推向新时代

新征程的广阔舞台，成为乡村振兴的典

型和样板。

展开尖扎县乡村振兴 2023 年的发

展蓝图，在已完成的 10 个试点村前期

规划外，又有 5 个已确定“名单”的新试

点村即将完成规划和项目实施方案，3
月将正式开工建设，昂拉乡尖巴昂村正

是其中一个。

尖巴昂村是尖扎县红色旅游的热

点村落，青海保留最为完整的贵族庄园

昂拉千户府就坐落在这里。上世纪五

十年代初，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段比“七

擒孟获”还要曲折的故事，成为解放初

期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

的一次成功实践。

如今，昂拉千户府已被命名为青海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经七十多年，

这座曾经的贵族庄园已洗尽了铅华，但

历史刻下的每一处印记却依然清晰可

辨，成为深深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

“我们这里气候好，加上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发展产业非常有优势。”谈

起下一步发展目标，尖巴昂村第一书记

李玉栋信心满满地说，将整合村里现有

的种植和养殖产业，组建有规模有潜力

有代表性的集体经济，依托昂拉千户庄

园旅游资源，发展休闲采摘等特色产

业，以达到聚人气、聚财气的目标。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尖巴昂村整

合盘活原有的两个生猪养殖合作社，改

造了格日社苹果园。同时，在试栽 500
株车厘取得成功后，又争取到了樱桃园

提 标 升 级 项 目 资 金 300 万 元 。 作 为

2023 年乡村振兴试点村，李玉栋有信

心，不久的将来，集体产业发展将能见

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搞产业发展，基础要稳。”尖扎县

乡村振兴局局长杨吉加说，产业发展是

实现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路径，但如果

守不住防止返贫底线，那么共同富裕将

沦为空谈。为此，党的二十大以来，杨

吉加组织工作组，深入尖巴昂村、崖弯

村等重点村落，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防返贫监测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以“为什么巩固、怎么去拓展”为

主题，开展了系统的宣讲学习，武装头

脑，激发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筑牢基

础和防线。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做大做强产业，围绕打

造绿色有机产品输出地，搭建产、供、销

一体化产业链，用乡村振兴产业园为村

办集体产业‘搭台’，让产业发挥更大的

效益。”杨吉加说，尖扎县乡村振兴局将

更进一步整合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等项

目资金，围绕村民的难点来推进乡村建

设，落实垃圾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等

项目，一门心思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在实现产业多点开花、老百姓致

富有路的同时，也让乡村变得更加和美

宜居。

牵住产业发展牵住产业发展““牛鼻子牛鼻子””
阔步共同富裕新天地阔步共同富裕新天地

行走在尖扎县的农村牧区，不论是
沿黄丰沃的谷地还是远离喧嚣的浅脑
山区，人们建设和美宜居家园、发展产
业奔向共同富裕的画面总是令人应接
不暇。

得益于高起点规划和高标准建设，
近年来，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农村牧
区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
变化。

回望来路，脱贫攻坚期间，尖扎县
依托沿黄气候、区位禀赋，集中力量，整

合资金，将一部分偏远、闭塞、发展滞后
的农牧民迁入新的搬迁点，并因地制宜
打造富民产业，让离开故土的农牧民在
新村里“稳得住、能致富”。

由此兴起的乡村旅游、特色种植、
黄河民宿等新型产业的发展，令德吉、
来玉等一批新村居民，实现了“安置”与

“安心”同在、“安居”与“乐业”同行，成
为尖扎县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
也成为活跃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的“网红打卡地”。

有人将尖扎县地貌通俗形象地比
喻成“鸭掌”，从1960米到4600余米，海
拔的急剧攀升，让河谷肥沃的大地蓦然
变为了纵横交错的山梁沟壑。自然区

位所限，比之沿黄谷地，浅脑山区发展
潜力显得较为薄弱。

由此，资金向山上倾斜，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发展均等布局成为尖扎县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域协同发展，实现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背景
下，位于浅脑山区的山村接二连三被定
为试点，迈开了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如今，探访尖扎县一座座山村，一幅
幅基础设施完备齐全、集体产业风生水
起的崭新面貌正呼之欲出，村民的生活
品质有了质的提升，经济收入屡创新高。

采访调研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尖
扎县农村牧区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
水、电、路、网、厕以及村卫生室、学校、

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而且
更加体现在和谐优美的生活环境和产
业发展引发的未来无限遐想里……

乡村旅游、民宿、农家乐、特色种养
业……走进尖扎县每一个村落，因地制
宜打造的集体产业正蓬勃发展，村民参
加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参股集体产
业，争相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今天，以德吉村、来玉村、加让村等
为代表的尖扎县乡村发展事业方兴未
艾。我们相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
下，发展触角将伸向全县各处，不久的
将来，一个又一个充满特色的乡村产业
将成为该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长久、持
续的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兴建产业营造新的兴建产业营造新的““增长极增长极””

新华社记者 李 宁

“抓紧时间整理记录实验数据、定

时定点做好浇水工作、把苗木种子预

备好……”立春时节，在青海省西宁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党的二十大代

表、林科所所长张锦梅一边查看苗木

的生长情况，一边向同事叮嘱着开春

后工作的注意事项，“青海的春天来

得 比 内 地 晚 一 些 ，但 植 树 造 林 要 赶

早”。

在附近的大田内，棵棵青杨、青海

杨幼苗正茁壮成长。“等天气暖和些，

这批苗木将被移栽到高原地区用于绿

化建设。”扎根高原林业一线 30 余年

的张锦梅坦言，繁殖培育出青杨、青海

杨等高原适生树种，用于青藏高原城

镇绿化，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青海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长

期以来，受限于本土植物品种、数量

较少，青海用于绿化的苗木品种多从

外地引进，在经过引种、栽培、驯化，

验证适应高原特殊气候后，才能推广

种植。

由 于 缺 乏 有 效 规 划 ，引 进 树 种

“多、乱、杂”问题逐渐显露。“有的高大

茂盛、有的低矮枯槁，看上去乱七八

糟。”张锦梅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

“四世同堂”。而更令她担忧的是，青

海一些地方曾引进北方地区大量种植

的河北杨。但由于青海土壤热积温不

够，导致河北杨刚种下去时成活率高、

树形优美，不到三年就大面积生病死

亡。

在“三江之源”建设“绿色长城”，

究竟应该从何下手？张锦梅通过不断

实践试着给出答案。

相较于一年一茬甚至多茬的农业

育种，由于树木生长慢、育种时间长，

林业育种的育苗、试验环节，一个周期

至少要 3至 5年，甚至更长。尤其是在

青海，要求树种能适应当地自然环境：

夏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春天旱不

死。“有时林业工作者辛苦一辈子，可

能也选不出一个良种。”

作为青藏高原的本土树种，抗旱

耐寒防沙的青海杨成了赋绿高原的首

选，但因分布散落、牛羊啃食，处于

濒危状态。2008 年夏天，得知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的杨

树沟还有一片天然青海杨，张锦梅和

同事立即动身前往收集枝条。找到零

星散布的青海杨后，张锦梅赶忙做标

记、采种条、采花序，连夜将枝条带回

西宁。

采集枝条是第一步，后续要经过

3 轮无性繁殖扦插，选出优势种苗，再

进行区域栽种对比，待成熟开花，才能

选出良种。“一切顺利至少要 8 年，开

展花粉杂交的有性繁殖，至少还得再

等 5年。”张锦梅说。

繁育良种期间，张锦梅始终与恶

劣自然环境“硬碰硬”——烈日灼晒、

寒风凛冽，她每年野外作业超过 200
天，不在山上种树，就在苗圃育苗。

经历十余年的繁育和比对，张锦

梅终于选出“树干通直、生长量大”的

青海杨良种，并探索出“大树采穗、单

采单繁、无芽扦插、当年初选、次年复

选”的选育方式，将杨树育种周期缩短

了 3至 5年。

随后，张锦梅带领团队先后建立

了杨树良种繁育、城镇绿化大苗培育

和花灌木培育三大规模育苗示范基

地。截至 2022 年底，基地育苗生产总

规模达到 57.3 公顷，培育各类花卉苗

木品种 30 余种，年生产各类花卉苗木

50余万株、杨树种条 100余万根。

眼下，这批在基地栽植培育的青

海杨、青杨雄株良种已在青海柴达木

盆地、西藏阿里等地推广种植，筑起一

道道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

近年来，张锦梅身边不少年龄相

仿的同事陆续退休转岗。58 岁的张

锦梅依旧春种树苗、夏做实验、秋测数

据、冬做规划，时常带着年轻人前往青

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

等地海拔超过 3500 米的林场，选育适

应三江源高海拔的树种。“要把接力棒

交给下一代人，为三江源地区的城镇

绿化做出更多贡献，让‘绿色长城’在

青藏高原绵延伸展。”张锦梅说。

（新华社西宁2月6日电）

林业专家张锦梅：

在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
建设建设““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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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煜鹏 通讯员
海东组）“我们计划把村里的大棚整

理开发，流转给大户，种上蔬菜水

果，不断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实现村

民、承包户和村集体三方受益。”近

日，在听完海东市农牧民党员冬春训

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宣讲后，平安

区三合镇西崖头村党支部书记祁永全

对 2023 年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了新思

路。据了解，自 2022 年 11 月起，海

东市组织 4.3 万名农牧民党员参加冬

春 训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培 训 将 于

2023年 3月底结束。

此次培训，从工作时序、学习内

容、方式方法、目标要求等方面出台

制度规范，坚持把农牧民党员冬春训

与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的原则，认

真对照五大学习内容，采取“必修+

选修”的方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课和必修课，多层级、分类别

强化教育培训。依托省市党支部组织

生活共享阵地和“一县一基地一县一

特色”党员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实践

研学、固定党日、组织生活等，强化

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力助农牧

民党员拓宽思路、丰富认知、提振信

心。依托学习强国、党员干部现代远

程教育平台、海东党建等信息平台，

聚焦乡村振兴、村集体经济、基层治

理、技能培训等，搭配农牧民党员学

习“营养套餐”，多形式、全覆盖、

立体化强化涉农政策理论普及和技能

培训，补强知识短板，提升农牧民党

员护农助农、强农兴农的能力水平，

为加快推进“村美民富”乡村贡献力

量。

多举措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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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马振东 ）
2 月 6 日，记者从青海机场有限公司格

尔木机场分公司获悉，2023 年 1 月，格

尔木机场完成航班起降 146 架次，旅

客吞吐量 11318 人次，货邮吞吐量 32
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 、18.9％ 、

298％，平均客座率为 59.1％，较上年

同期增长 8 个百分点，客货运输迎来

“开门红”。

为加快推进主业发展，格尔木机

场分公司积极与航空公司沟通协调，1
月初恢复西宁、西安、温州航班，便捷

旅客出行。同时，推出西宁至格尔木

最低 500 元折扣机票，开展“进商场、

走景区、入企业、跑货运”航线航班专

题营销活动，加强客源组织，并促成顺

丰格尔木分公司提升航空货物发货

量。

与此同时，积极谋划主业发展，联

系航空公司协商新增航线航班事宜，

与格尔木市文旅部门共同研究航旅产

品的打造、惠民、推广、提质等合作

内容，拓展航线航班，为格尔木市航

旅融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目前，机

场航班量、旅客量、货邮量三大运输

指标均实现增长，呈现出运输生产强

劲复苏势头，坚定了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

格尔木机场客货运输格尔木机场客货运输
迎来迎来““开门红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