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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雨嘉

3 月 7 日下午，伴着春日的暖

风，记者驱车再次来到了位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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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耳边不停地“咩咩”声

踏入合作社，映入眼帘的是几座高

大气派的现代化“羊舍”。羊舍里，

有的羊儿正暖洋洋地晒着太阳，有

的正在咀嚼嘴里的青储饲料，还有

的小羊羔跟在羊妈妈后边顽皮撒

欢……从空中俯瞰，缓缓移动的羊

群犹如天上云卷云舒的流云，轻盈

而又美丽。

次汗达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

社理事长多杰才让看着这些成群

结队、欢乐奔跑的小羊羔，高兴极

了。他一边数一边说：“一只 ，两

只，三只……你看，现在正是产春

羔的时候。自春节以来，我们大约

收获了 3000 多只小春羔。正是我

们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小羊

羔出栏的时候，希望能够卖个好价

钱，带动村民们致富增收，带动我

们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看着如今合作社发展越来越

好，多杰才让的心中充满着无限感

慨。在次汗达哇村，大多数牧民依

靠放牧为生。在他的记忆中，几十

年前，因长期超载放牧、粗放管理

等原因，羊儿因品种杂、体质弱，母

羊生产性能低下，通常卖不上好价

钱，牧民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另

外由于过度放牧，牧草日渐稀疏，

草山沙化日益严重。

从 2018 年开始，次汗达哇村坚持在探索

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创新，以高质量发展藏

羊养殖产业为抓手，成立了尕海生态畜牧业专

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共

赢的畜牧业绿色发展之路。

多杰才让介绍：“我们对引进的藏系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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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草畜平衡的基础上

促进了藏羊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同时，我们动

员牧民将草场、耕地、牲畜等生产资料进行折

股量化，并引进优质藏羊，建立起股份制合作

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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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还相继建立起了

养殖场、有机肥加工点、活畜交易市场、藏羊肉

初加工点等，这里也逐渐变成了海南州藏羊产

业优势高效养殖技术集成科研示范基地。到

目前，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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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实施‘生态优先、高效养殖、

以草定畜’战略，采取‘增量、提质、补链、扩输’

等举措，拓宽农产品供应渠道，且不断加大资

金、项目投入力度，确保减畜不减收，以高效养

殖 技 术 助 推 现 代 生 态 畜 牧 业 绿 色 高 质 量 发

展。”多杰才让展望未来眼中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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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玉杰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的重大要求。同年6
月7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再赴青海
考察并强调，要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
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

一头连着农业这一立国之本，一
头连着农牧民增收这一民生之基。循
着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发展蓝图，我
省以提质、稳量、补链、扩输为路径，积
极创建国家级农畜产品优势区，推动
更多“青字号”产品走进全国、走向世
界。

绘就农牧生态蓝图绘就农牧生态蓝图 走好绿色发展之路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高原上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种类繁

多的特色资源，然而如何将生态优势转换为

经济优势？这既是问题，也是答案。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副院

长王舰已经跟马铃薯打了多年的交道。他

说：“青海是我国开展马铃薯育种最早的省

之一，因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自然优势，马铃薯育种

技术在全国领先，是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的最佳适宜区。”近年来，随着青海省委、省

政府把马铃薯确定为重点发展的十大农牧

业特色优势产业之一，从品种选育、脱毒种

薯生产、综合技术推广等方面给予重点扶

持，马铃薯产业已形成种薯繁育、标准化种

植、精深加工、市场化营销的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

一 头 牦 牛 卖 了 6.8 万 元 。

全国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

治州委副书记、州长索南

丹增表示，“中国·玉树牦

牛 ”良 种 繁 育 基 地 的 打

造，玉树正以牦牛养殖

和生产为示范平台，积

极 探 索 推 行“ 繁 殖+补

饲 ”标 准 化 舍 饲 养 殖 模

式，将牦牛规模化养殖和

生产打造成牧户增收致富

的主导产业，力争实现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融合。

谋篇布局，增强优势、补齐短板，如今，

以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省为载

体，以稳量、提质、补链、扩输为路径，我省正

在坚定地向着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目标挺进。

2021 年 7 月 19 日，以“净土青海·天然农

牧”为主题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高峰

论坛成功举办，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农业农村

部专家把脉问诊，积极献策。《农业农村部青

海省人民政府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行动方案》正式出炉，为今后全

面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路线

图”“施工表”……

如 今 ，全 省 牦 牛 藏 羊 追 溯 体 系 建 设 有

序，覆盖到 39 个县市，已完成 64789 个养殖

户、合作社、牧场的 423 万余头（只）牦牛藏羊

数据采集工作，认证有机牦牛藏羊 445 万头

（只）；已在全省 32 个县市区开展农牧民质量

提升整县推进试点，扶持各类农牧民合作社

587 个；全省共培育农牧业产业化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 156 家、国家级 26 家，辐射带动农

牧户 53.8 万户；在央视投放青海牦牛、藏羊、

青稞、冷水鱼、油菜等 5 个区域公用品牌，对

外发布青海省 16 个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广告……

“青字号”品牌效应不断释放，习近平总

书记心之所牵、情之所系的“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正从蓝图变成美好的现

实。

青货出海青货出海，，““输出输出””蓝图变现实蓝图变现实

“王屯村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

养’思路，坚持把发展饲用玉米种植作

为推动养殖业发展壮大的保障产业来

抓，种植饲用玉米 67 公顷，建立了‘玉

米-秸秆-养殖-肥料’的循环产业链

条 ， 走 出 了 一 条 种 养 结 合 、 草 畜 联

动、有机肥还田的一体化循环发展新

路子。”每逢说起家乡的变化，全国

人大代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

东乡王屯村村主任毕生龙信心满满地

介绍道。

高原万里，天蓝地肥，远方雪山皑

皑，眼前春耕正酣。王屯村持续推动

“以粮带草、以草促牧、以牧聚肥、以肥

返田”循环农牧业发展 ，村集体经济

“造血”功能全面激活，在乡村振兴大

潮中实践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促

群众增收的“王屯模式”。

这头以群众土地入股、效益分红

的方式，王屯村村集体合作社流转入

股群众土地种植玉米，将秸秆充分回

收利用，秸秆打捆 1.2 万个、青储饲

料 5400 吨，保障了养殖户的饲草需

求；

另 一 头 王 屯 村 利 用 养 殖 能 手 较

多，群众养殖经验丰富的优势，村集体

成立了麟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对原有

的畜棚进行提档升级，全村群众申请

办理家庭牧场 9 户，培育养殖大户 15
家，共养殖牛 1300头、羊 3800只。

推动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生态

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真正让“绿色资

源”成为“经济资本”，“王屯模式”仅仅

只是我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的缩影之一。

青货出海，输出有方。以牦牛、藏

羊、青稞、油菜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显著加快，实现了产业集群式发展，

青海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

生产基地、全国涉藏地区青稞加工转

化率最高省份、全国最大的春油菜杂

交制种基地……

““绿色资源绿色资源””转化为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

全 国 五 大 牧 区 之 一 ，草 原 总 面 积 达

3600 万公顷，全省有机监测认证草原面积

600 万公顷，拥有良好的生态禀赋；被公认

为是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这里天

蓝水清、草绿地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平均达到 97.5％……为“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产

条件。

走进全国人大代表、海西蒙古族藏

族 自 治 州 州 长 乔 亚 群 所 在 的 柴 达 木 盆

地 ， 因 丰 厚 的 资 源 禀 赋 ， 有 着 “ 聚 宝

盆 ” 的 美 誉 。 得 益 于 得 天 独 厚 的 气 候 、

水质、土壤等自然条件，其中格尔木市

亿林枸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拥有国内

第一张中国有机枸杞产品认证证书的大

型枸杞生产企业。

用手机扫描产品包装盒上绿色标签

的二维码，便可查询到企业简介、有机枸

杞检测数据、防伪查询等信息，并严格控

制枸杞农药残留，建立全过程追溯体系，

凭借这张“绿色身份证”，该公司产品 80％

出口欧洲，出口额连续 10 年位列青海省第

一。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海西州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为首要任务，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为导向，把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为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开

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乔亚群

说。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就 是 发 展 生 产 力 。 近 年 来 ，

我省坚持走“生态青海、绿色农牧”的

发展路子，创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示范

省，把绿色有机作为指导生产、促进发

展 的 根 本 要 求 ， 要 贯 穿 于 发 展 的 始 终 ，

着 力 把 青 海 打 造 成 生 态 环 保 、 特 色 鲜

明、国内外知名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

生态为基生态为基，，打造绿色有机的打造绿色有机的““摇篮摇篮””

→农业技术人员在马铃薯脱毒苗组培室查看生长情况。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丰收喜悦入画来。

↑我省立足生态和资源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打造了一批
“青字号”绿色品牌。

↑洋芋粉条已成为享
有盛誉的“致富粉”。

稳步推进牲畜出栏促牧民增收。脱贫致富“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