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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庆玲

春回大地，春风沉醉。3月 8日一大早，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党委副书记、班

彦 村 驻 村 干 部 李 玮 向 着 班 彦 村 的 盘 绣 园 走

去。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她要去和绣园里

的绣娘们一起过节。

从班彦村村委会出发，沿着 102 省道向东

两公里左右，就到了坐落在村广场旁的盘绣

园。从盘绣园门口望去，村子里一排排崭新

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干净整洁的硬化道路

纵横贯通，广场上不时传来老人和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一幅清新美丽、安居乐业、幸福美

好的画卷尽收眼底。

清晨温暖的阳光洒满了绣园，在木制长

廊下，十几名绣娘正边晒太阳边绣花。“祝大

家节日快乐！咱们边绣边聊聊天，最近大家

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了啥困难和问题，都可

以提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李玮和绣娘们

席地而坐聊了起来。

盘绣园的负责人张卓麻什姐率先发言：

“没有啥大问题，这几天又来了几笔订单，大

家都在抓紧时间赶制。夏天一到，村里来的

人多了，我们想多绣一些小件手工艺品，到时

候摆放在展厅，卖出去提高大家的收入。”

其实，早在六七年前，这些绣娘们从来没有

想过以前家用的刺绣产品能够卖钱养家，这一

切都要从村里实施搬迁后大力发展产业说起。

班 彦 村 在 搬 迁 前 ，全 村 有 8 个 社 369 户

1396 人，其中五六社的 129 户 484 人住在沙沟

山上，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村民们过着十年

九旱、靠天吃饭的穷日子。2016 年，班彦村启

动易地搬迁工程。

2016年 8月 23日，在青海考察的习近平总

书记专程来到正在建设中的班彦村，入户察看

房型布局，询问施工进展，同村民亲切交谈。

“新村建设要同发展生产和促进就业结

合起来，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同保

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习

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话语言犹在耳。

在感恩中奋进，在实干中前行。面对村

集体经济收入薄弱、发展意识落后的现状，班

彦村以五十镇党委政府牵头、村党支部当表

率，带领群众探索创新，发展了光伏发电、特

色养殖、酩馏酒酿造、土族盘绣制作、农家乐

等“八个特色产业”。

“我们建成了总面积290平方米的盘绣园，

并在互助金盘绣公司的帮扶带动下，截至目前

培训绣娘 370余人次，吸纳产业户 145户；已累

计接收各类订单 54000 余件，收入 213.5 万元，

产业户户均增收1.5万元。”李玮介绍说。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如今班彦村积极

打造红色旅游线路，探索走上了网络直播带

货等致富新路。

李玮介绍，班彦村通过深挖红色精神内

涵，积极打造了“红色+感恩+幸福”精品游览

路线，将其作为党建、团建现场培训和观摩学

习的常态化教育基地。“从正月初七（1 月 28
日）到今天，我们已累计接待了 20 多拨党政参

观团队，参观人数达到 2000多人次。”李玮说。

班彦品牌响了、红色旅游线路火了、网络

直播带货热了、增收门路多了，村民的干劲也

越来越足了。随着这些乡村振兴项目持续发

展 壮 大 ，村 民 们 过 上 了 更 加“ 敞 亮 ”的 好 日

子。2022 年，班彦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达

到 186.9 万元，人均纯收入达 13100 元，比 2015
年底的 2600元翻了 5倍。

班彦村农家乐带头人叶拉木花深有体会：

“搭上乡村振兴的快车，给我们这些农家乐带

来了很大便利。现在我们既可以在家门口挣

钱，还可以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1年8月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

村节目中心首个乡村振兴观察点落地班彦村，李

玮成为了一名乡村振兴观察员。从观察员角度

出发，李玮由衷感叹：“到班彦村三年，我看到的

不只是老百姓口袋富起来了，他们的精气神也富

起来了，相信我们的乡村振兴路会越走越宽。”

乡村振兴迸发新活力乡村振兴迸发新活力 幸福生活越过越敞亮幸福生活越过越敞亮

本报记者 乔 欣

2021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指出，要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农畜产
品标准化、绿色化生产，做大做强有机特色产业，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牧民素质，繁荣农牧区文化。

方向明则目标明。十年来，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行，精准施策、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合力推进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个个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发
展，一项项改革举措推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步履铿锵，一幅
“村庄美、产业强、村民富”的崭新画卷在青海大地铺展开

来，生动讲述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青海故
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青海正向着“产业更加
生机盎然““乡村更加景美宜居”“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的美丽图景，阔步
前行！

奋力书写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时代答卷奋力书写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时代答卷

去年秋天，在贵德县河西镇

团结村占地 2700 平方米的智能温

室 ，一 株 株 水 果 型 西 红 柿 挂 满 枝

头。“在农艺专家指导下，我们栽培的

‘西红柿树’产值在 40 万元左右，仅采摘

期的务工人员就大约需要 20 人左右，每个

人收入都不错。”负责大棚管理的宋桂花夫妇

笑言：“村干部们说得对，我们团结村本身土地资

源丰富，气候条件好，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和生态种植

真正儿好！”

“天下黄河贵德清”，吃旅游饭、生态饭成为广大群众增

收致富的不二之选，这是贵德的“因地制宜”。

全国政协委员鄂崇荣说，十年来，青海立足特色资源

禀赋，依托政策红利，发挥特色文化优势，形成了如青海

拉面、青绣、藏毯等一批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文化产

业，对推动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起到了特殊

推动作用。

“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织，是全国少数民族占

比最高的省份，为推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建议国家层面深入挖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文化价

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启动设立‘民族特色产业转型

升级引导基金’，主要投向具有一定规模和引领力的民族特

色文化产业、饮食龙头企业，承担转型升级示范、稳定行

业发展、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推动形成民族地区特色产业

‘共性+个性’的培训体系，促使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尽快迈

入‘品牌化’‘连锁化’‘标准化’的发展轨道，有效促进

少数民族群众开放融入。建议推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出

海’讲好中国故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动民族地

区特色产业纳入‘文化丝路’‘美好中国’等重大品牌推广

活动，走进沿线国家和地区重要展览会和节庆文化等重要

活动中展销。二是以‘走出去’为起点，‘走进去’为目

标，提供当地法律法规、民风民俗、饮食习惯等信息及培

训，优化通关出口环境，倡导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秉承工匠

精神，坚守质量、明确标准，在海外做大做强，以特色产

业为载体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

事。”鄂崇荣说。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文化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文化振兴激发内生动力

均匀投喂草料，观察牛群进食……一大

早，李发全就在西宁市湟中区西堡生态奶牛

养殖基地的牛舍里忙得热火朝天。“离家近，

活轻松，还能月月有收入。”几个月前，李发

全得知奶牛养殖基地招聘的消息后，毫不

犹豫放弃了跑运输的生计，来到养殖基地

干起了喂牛的活儿，妥妥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

自 2021 年 11 月西堡生态奶牛养殖基地

开始基础设施建设至今，已先后吸纳 150 余

名当地劳动力务工。同时，养殖基地现已吸

纳周边农村的 40 余名劳动力负责饲喂、打扫

卫生等日常工作，实现长期稳定就业。李发全

就是其中之一。“自己挣了钱，还能为乡村振兴

事业做点贡献，很有成就感。”李发全边忙活边笑

着说。

“我省在都兰、同德、门源等县建设 30 个千头

牦牛、千只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在湟中、互助、乌

兰等地区建设 28 个饲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创建 5
个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30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牦牛、藏羊、青稞、油菜等特色产业实现集

群式发展。与此同时，建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40
个、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156 家、国家级 26 家，

辐射带动农牧户 53.8 万户，进一步在乡村振兴进

程中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董全民

说。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良好生态

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应当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让良好生态

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董全民说：“根据省情实

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立足

我省特有资源禀赋，找准适宜的经济发展模式，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走出一条生

态友好、绿色低碳、具有高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建议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特色高端农牧产

业开发、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养生等为一

体的‘生态振兴促乡村振兴’新模式；打造集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产业园、高原特色农牧业科技创

新实验园，农牧业人才高地为一体的‘特色高质

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开创生态文明、

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共促共进’的乡村振兴新

局面。”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 生态振兴助力绿色发展生态振兴助力绿色发展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农人四郎，今天

继续为大家分享我们互助的特色药材、酩

馏酒、高原牛羊肉……”如往常一样，在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

电商服务中心，村民吕桑吉四郎打开

自己在各平台的账号开始直播 。

从 2019 年首次尝试直播带货到

现在，他和团队伙伴通过“一亩

田”农产品电商交易平台将

“青海特产”销往全国，自己

致富的同时，帮助村民增

加了收入，成为了班彦村“农村电商代言人”。

产业兴则乡村兴。全国人大代表王国栋说：“在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互助县坚持把培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

核心，科学制定打造彩虹故乡等‘五张名片’，建设国家全域旅

游、农业现代化、土族文化传承、青稞产业振兴、劳务经济发展

‘五个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谋划实施了乡村旅游、土族盘绣

等一批带动效益好、延链补链的优质产业项目，多元互补的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持续完善，更多群众通过在家门口发展产业

持续增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全面”。“必须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方位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王国栋说。

“为加快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步伐，充分发挥示范县引

领带动作用，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制定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支持政策意见，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示范县集聚，鼓励示范县先

行先试、大胆创新，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步伐；建议国家层面给予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和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同等的帮扶政

策支持；建议探索建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与经济

欠发达地区、西部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结对帮扶机制，派出帮扶工作队帮助示范县高效推进项目谋

划、人才培育、产业振兴等工作，加快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进程，让示范县尽快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王国栋说。

整合资源整合资源 产业振兴拓宽增收渠道产业振兴拓宽增收渠道

乡村振兴用“美”作答。 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娜李娜 魏雅琪魏雅琪 摄摄

乡村图书馆助力文化振兴乡村图书馆助力文化振兴。。

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加速跑加速跑””。。

绣出乡村振兴好绣出乡村振兴好““钱钱””景景。。

吕桑吉四郎直播销售酩馏酒。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