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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立春时节，瑞雪普降，海东市古驿

平安的远山、田野、房屋、道路、村庄仿

佛白色晶莹的童话世界。

站在沙沟回族乡沙沟河畔向东远

眺，半山坡上的芦草沟新村，12 排 36
户白墙红顶的“小别墅”有序排列，家

家户户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门前的

小轿车、村道上的太阳能路灯以及依

地形合理分布的篮球场、健身场、小游

园等，让人不禁发出大山深处竟有如

此“世外桃源”的感慨。

芦 草 沟 村 距 离 平 安 城 区 约 17 公

里 ，全 村 有 120 户 529 人 ，是 纯 回 族

村。2017 年底前，36 户农户居住在山

根前水坝区，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当

时，总投入 432 万元，按每户配套 5 万

元，农户自筹 6万元的形式进行易地搬

迁，积极配套水电路，从根本上解决了

36户农户住房安全和人畜饮水。

“如果说这里的冬天是一幅清新

水墨画，那么春天海棠、迎春花、探春、

桃花等百花盛开后，村庄就是一幅多

彩水粉画。”沙沟乡乡长马成彪说，从

具备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村庄

中，可感受农耕文化、田园风光、自然

之美。

“小别墅”更高处，还有十几户人

家散落分布，为探寻那里的人居环境，

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积雪前行。

远远看见一幢坐北朝南、白墙绿

瓦、呈倒“U”字型的豪华“别墅”，门前

三五株海棠和院中的一丛修竹、一棵

梨树、一棵脸盆粗的杏树、加上即将开

花的探春，把院落装点的别具一格。

与东侧 80平方米的巨大厨房相对

的西侧，是大小相同的“会客厅”，推开

明亮的玻璃门，顿时一股“热浪”袭来，

落 地 式 玻 璃 窗 、双 层 窗 帘 、洁 白 的 地

板、时尚的吊灯，加上一组休闲沙发、

一张可容纳十几人同时就餐的圆桌、

几盆一米多高的绿植点缀。

“这是致富带头人、村党支部书记

韩昌清的家，自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带领村民发展拉面、养殖和特色种

植等产业、让乡亲们在共同致富道路上

行稳致远。”沙沟乡党委书记和英说。

“这个村不仅是全乡美丽乡村的

代表，也是海东市农村面貌巨变的缩

影。”和英介绍，沙沟乡把加强基层党

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美丽乡村

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为主攻方向，强

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村建设步伐，

实 现 污 水 管 网 全 覆 盖 ，天 然 气 、节 能

炕、光伏等清洁能源进村入户，群众发

展势头日益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曾经黄土满天飞、污水纵横流的现象

彻底消失。

复杂问题抓核心，海东市辩证地

将乡村振兴作为发展的最大潜力，把

西宁海东一体、产城一体、城乡一体、

港城一体的“四个一体化”作为发展最

强动力，把城乡融合作为发展之重。

十年来，海东市立足兰西城市群中

部节点城市和疏解承接省会城市功能，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兰西城市群建设

等重大战略，抢抓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政

策机遇，不断丰富城乡形态，增强城乡

功能，提升城乡品位，发展城乡经济，将

海东打造成为全省副中心城市、全省第

二大城市和第二大经济体。

（下转第四版）

——“非凡十年看海东”之城乡面貌篇

城乡“蝶变”展一卷“河湟诗画”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亲切会见柬

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习近平欢迎西哈莫尼国王和莫

尼列太后来北京查体休养。习近平

指出，中柬建交 65 年来，不管国际

风 云 如 何 变 幻 ， 中 柬 友 谊 历 久 弥

新，中柬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

典范。饮水思源，这要归功于中国

老一辈领导人同西哈努克太皇陛下

缔结和培育的深厚友谊。国王和太

后 陛 下 是 中 国 改 革 发 展 的 亲 历 者 、

见证者，始终关心中国发展，是中

国人民的好朋友。2020 年我为太后

陛下颁授“友谊勋章”，就是为了感

谢太后陛下为中柬友好事业作出的

特殊贡献。我们要接过中柬友好接

力棒，让中柬“铁杆”友谊代代相

传，书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夫妇会见柬埔寨国王
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2 月 23
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2023 年，全省林业草原工作将锚定

“六个现代化新青海”目标，以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为引领，以林（草）长制为支

撑，高质量推进林草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奋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着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2023 年，省林草局坚持数量和质

量、存量和增量并重，全面实施《科学推

进国土绿化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全 年 完 成 国 土 绿 化 26.67 万 公

顷。加快推进黄河流域、湟水河沿岸绿

色生态廊道、西宁海东南北两山等重点

区域扩绿行动；新创建 4 个省级“森林

城镇”和 6 个“森林乡村”，进一步优化

绿色空间布局。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

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林”植树活

动，全年完成义务植树 1500 万株。实

施防沙治沙三年行动计划，推进海南藏

族自治州防沙治沙示范州建设，巩固提

升 5 个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

成效，完成防沙治沙 8万公顷。

草原是我省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陆

地生态系统，在青海乃至全国生态保护建

设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特殊地

位。我省将启动实施黑土型退化草原治

理五年行动，有力有序推进退化草原治

理、有害生物防控、人工草地等重点项目

建设，推动草畜平衡示范县和国家草原自

然公园试点建设，全年完成退化草原治理

约 21.3万公顷，完成防沙治沙 8万公顷，

进一步增强沙区生态功能；实施三江源湿

地综合保护、青海湖流域湿地系统治理、

祁连山湿地水源涵养等一批湿地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积极申报建设国际重要湿

地、国家重要湿地，全力推动曲麻莱德曲

源、泽库泽曲、班玛玛可河、乌兰都兰湖、

都兰阿拉克湖等纳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

系统组织开展雪豹、普氏原羚、两

栖爬行类、雉鸡类、景天科、忍冬科等珍

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调查监测，科学评估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合理划定四

至边界；妥善处理“人兽冲突”，做好野

生动物致害赔偿工作，制定保险赔偿试

点实施细则，在棕熊破坏严重区域开展

主动预警防范；积极筹划青藏高原观鸟

大赛及雪豹、普氏原羚国际保护大会，

不断提高全社会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

的积极性。同时，做好西宁国家植物园

建设前期工作，推动建设“青藏高原野

生动物基因库”。

青海省今年着力打造青海省今年着力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生态文明高地

本报讯 （记者 郭靓 通讯员
余国雯） 2 月 24 日，记者从青海

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日前，青海

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公布，我省新增 97 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其中，民间文学类 6 项、传统音乐

类 4 项、传统舞蹈类 2 项、传统戏

剧类 5 项、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

3 项、传统美术类 8 项、传统技艺

类 45 项、传统医药类 11 项、民俗

类 13 项。至此，我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 335项。

据了解，此次项目申报中，传

统美术、技艺、医药、民俗类项目

数量较多，这将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健康青海建设、文旅融合发

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有

力依托和重要载体。此次推荐申报

工作着重考量大众实践性较强的文

化传统，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认定

数量占此批省级非遗项目总数的

46%，其中包括 15 项青海传统饮食

类项目，这些项目将在提振消费、

活跃市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中发

挥积极作用。此批认定的非遗项目

数量较多，全省 8 个市州均有非遗

项目入选本批次名录。门类较为齐

全，除曲艺类外，涵盖非遗十大类

中的九大类，进一步充实优化了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夯实我省

非遗保护工作基础。

自 2006 年以来，我省已建成

数量合理、结构优化的四级非遗名

录 体 系 ， 各 级 非 遗 名 录 项 目 达

2904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88 项 、 省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335
项 、 市 州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项 目 840
项、县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641
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

表作名录项目 6项。

我省新增我省新增
9797项省级非遗项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项目

本报讯 （记者 王臻 通讯员 麻
明） 近日，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实施

《青海省农牧业助企暖企专项行动方

案》，聚焦全省农牧业企业发展难点堵点

痛点问题，围绕政策支持、生产发展、金

融帮扶、品牌打造、市场营销等关键环

节，为涉农企业解难题、通堵点、助发展，

力争实现全面落实助企政策、提升经营

水平和增强市场活力三个任务目标，全

力推动涉农企业加快恢复、稳产提质。

《方案》明确，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坚持“一企一策一方案”来落实帮扶措

施，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增强农牧企业

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提振农牧业企

业发展信心。行动采取省、市（州）、县

（区、市）三级联动的方式对全省农牧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展联点帮扶。省农业农村厅重点帮

扶 100 家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厅领导包联 1
个市（州），重点督导包联地区的农业

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副处级

以上干部每人包联 1 个以上农牧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

行动将结合全省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建设，支持

40 个龙头企业开展生产、加工、流通等

一体化建设；改造旧棚 5000 栋，推广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 20万公顷，培育 100个

千头牦牛、千只藏羊标准化生产基地；

培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90 个，新认证

有机草原面积 66.7万公顷；认定省级农

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家，组建省级农

牧业产业化联合体 10个。同时，搭建融

资担保平台，安排专项资金贴息，用于

帮助解决贷款难、融资难问题。

省农业农村厅表示，将采取“半月

一 调 度 、每 月 一 解 决 问 题 、每 季 一 督

查 ”的 方 式 ，强 化 助 企 暖 企 行 动 的 督

导、调度，把“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

意度”作为衡量助企行动成效的重要

指标，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全力推动农牧业稳产提质

青海省农业农村部门青海省农业农村部门
开展助企暖企行动开展助企暖企行动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坐落于隆务河流域的吾屯，是热

贡艺术人才最集中、艺术产业发展规

模最大的村落。可以说，“人人作画、

家家从艺”的吾屯是同仁这座文化富

矿举足轻重的一方热土。

雨水时节，金色谷地隆冬已去，春

色已至。沿着春雪消融后湿润黑油的

马路来到位于吾屯下庄的龙树画苑，

负责人完德尖措正在伏案整理全国民

族团结示范单位推荐材料。

在龙树画苑现有 76 名学员里，除

了生长于本土的藏族、土族学员外，还

有一批来自山东、陕西、河北、内蒙古

的汉族学员，部分外省籍学员颇受负

责人完德尖措的器重。

“我们画苑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团

结大家庭。”完德尖措说，来自外地的

这一批学员有着比较高的学历，他们

掌握扎实的美术相关理论知识，这更

加有利于让这门传自祖辈的技艺走向

世界，源远流长。

走进画院南面二楼的传习室，20
多名年轻画师和学员正聚精会神地绘

制壁画，整个画室里静得出奇。在每

一名画师的手旁，都摆放着各种研磨

调配过的矿物颜料，有蓝色、有金色、

有红色，也有绿色和粉色，掌握精湛技

艺的画师们正是用这些五颜六色的矿

物颜料，借手中的画笔，绘制出一幅幅

巧夺天工的作品。

在传习室西角，画师范庆基正屏

息 运 笔 ，面 前 的 画 作 只 剩 下 最 后 几

笔。11 年前，范庆基慕名从山东来到

龙树画苑学习唐卡绘画技艺，成为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画苑的创办人之

一扎西尖措的徒弟，在长达 11 年的学

习中，他已成长为画苑的骨干画师。

“这 11 年来，我在这里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一条路，能静下心来学习。”

范庆基说，新的一年里，要继续刻苦钻

研，在热贡艺术理论完善上下力气，争

取早日成才，回馈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回馈这门艺术的哺育。

在同仁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广

收门徒”，学员零费用学习技艺已成为

人才培养和传承发扬的主要抓手。每

年，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

术大师以及“热贡艺术”传承人定额招

收学员，传授技艺，至今农牧区未就业

大学生、高中毕业青年、赋闲的农牧民

等为主的上万人由此掌握了一技之

长，实现了梦想。

25 岁的贡去乎扎西自小对美术

有着异常的热爱，17 岁那年，与朋友

一拍即合，从家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夏河县来到同仁，成为龙树画苑

的一名学员。如今，8 年过去，年轻的

他已经掌握了这门复杂工笔画的绝大

部分技艺，随之，收入也水涨船高，平

均每年有近 4万元入账。

（下转第四版）

热贡文化产业热贡文化产业
绘就的绘就的““幸福图景幸福图景””

龙树画苑负责人完德尖措在精心作画。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摄

山水化隆，水韵群科。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李玉峰 摄

本报讯（记者 王臻） 记者 2 月 21
日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日，我

省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

量发展项目贷款获批，获得亚洲银行贷

款 1.18 亿人民币（1733 万欧元）。省内

将配套 1.18 亿人民币资金（含自筹资

金）用于上述项目的实施。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建设绿色高标

准农田 0.33 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 1.33
万公顷，涉及大通、湟源、互助及共和 3
个市（州）4 个县 8 个乡镇 38 个行政村，

受益区农村人口 3.4 万，能够有效促进

项目地区绿色农田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农村产业发展和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

2022 年底，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

行授权代表正式签署了黄河流域绿色

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贷款

协定，贷款总金额为 15698.4 万欧元，旨

在支持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甘肃、青

海和宁夏 7 个省（自治区）开展绿色、气

候韧性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提升农业产

业价值链和加强机构能力建设等，以助

力提高项目地区绿色农业生产体系的

可持续性。今年初，我省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项目计划建设绿色高标准农田0.33万公顷

青海省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青海省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
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获批亚行贷款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获批亚行贷款11..1818亿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