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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是湛蓝的天空，低头是茂盛

的麦苗，平望过去，是峥嵘的万木随风

摆动，初夏时节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德县河东乡王屯村一派田园好风光。

王屯村村委会副主任贾林钻进一

望无际的青稞地里，低头拨弄着小腿

高的青稞苗说：“青稞种稠了，得打一

些矮壮素来调节。”

在贵德，有“先有三屯，后有贵德”

的说法，王屯村是贵德县屯边屯垦文

化“三屯”中的一屯，黄河水浇灌，耕地

多，农业成了这里的主打产业。

贾林家世代种粮，叔叔以前还是

农业技术员，跟着看，看着学，贾林也

日 渐 成 了 村 里 的“ 种 植 能 手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党的春

风吹进了这个小村庄，村“两委”换届

选举时提出要选一位能人带动大家增

收致富。

正在外承包工程的贾林被叫了回

来，“村上和乡上的干部给我打电话，

让我参加村上的选举，大家信任我。”

贾林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

种 6.66 公顷饲用玉米，“饲用玉米是经

济作物，小规模种的人很多，但承包出

去划不来，我先试种，赔本了我自己承

担，赚钱了就带着村民一起种。”

试种第一年贾林赚了 4万元，并将

自 家 2.66 公 顷 土 地 全 部 入 股 到 村 集

体。

他说：“一人富不算富，要让父老

乡亲都发家致富。”

支部堡垒的战斗力直接影响村级

经济的发展潜力，村里的事谁来干，关

键是要创新机制选好人。

有了贾林的示范带动，村“两委”

班子正式提出“组织领、党员带、产业

旺”的模式，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鼓

励村民以土地入股。

“土地交给村集体，解决了村里年

轻人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家里老人

身体好的还可以到地里务工，一块地

有了两份收入。”村党支部书记毕生龙

说，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讲政策、福利、

操作模式，还要讲效益，村“两委”承诺

村民“旱涝保收”，无论亏本与否都会

给予村民每 0.066 公顷地 400 元的“租

金”，如果效益好还会分红。

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积极性

也提高了，180 户村民陆续入股，村里

的饲用玉米种植基地面积达 80 公顷，

还加入“种业振兴”的大部队，打造了

13.3 公顷青稞种子种植基地，贾林正

式肩负起了种植基地的“主管”工作。

“三分种，七分管，传统种法，科学

管理，种田就跟打工一样，得多观察，

多总结，用对方式方法。”

经过骨干力量的带动，2022 年王

屯村饲用玉米亩产 4.5 吨，销往贵德县

其他乡镇和海西州、海北州，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60.64 万元，用工达 350 人次，

发放务工工资 26 万元、土地租金 32.8
万元、分红 16.4万元。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王屯村巩固和完善基本经营制度，全

面激活了集体经济，深化土地制度改

革，赋予村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致富有指望，奋斗有方向。毕生

龙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大家的精气神更足了。”

这 一 次 成 功 经 验 强 化 了 村 集 体

“造血”功能，也似乎打通了村“两委”

和党员干部持续发力的“末端神经”。

2022 年底，王屯村将原来承包出

去但经营不善的养殖场重新收回，并

提档升级。重新修整的专业养殖合作

社不仅有了标准化养殖场地，还有了

科学的发展模式——“以粮带草、以草

促牧、以牧聚肥、以肥返田”。

“原本每年产的饲用玉米都销出

去 ，现 在 需 要 留 一 些 自 用 ，去 年 自 用

650 吨，繁殖牛 20 多头，粪肥返田，也

有利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在贾林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养殖

场，高大健壮的西门塔尔牛，吃着本村

产的饲料，住着干净、通风好的牛舍，

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漫步”。

毕生龙告诉记者，现在养殖场的

牛主要以繁育为主，后期繁殖结束，出

售时的利润会很可观，去年仅卖出两

头“淘汰牛”就收入 6万元，是真正行走

的“钱袋子”。

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指引下，王屯村探索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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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绿色成为农业发展的最亮底

色，村集体经济更是跑出了“加速度”，

绘就了党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画卷。

擦亮农业底色，跑出振兴“加速度”

王屯村饲用玉米种植现场。 本报记者 牛玉娇 闻皓 摄

本报北京讯（记者 王宥力） 5
月 24 日，记者从第二十二届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本届环湖赛不断深化赛事与

全民健身、市场开发、民生实事、文化

旅游相融合，聚人气，有生气，接地

气、带名气，赛事价值得到进一步提

升。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断深化“体育

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内涵，举办环湖

联赛、环青海湖大学生赛、全民线上骑

行、志愿者招募、啦啦操选拔大赛等赛

事，提升大众参与度，营造全民参与环

湖赛、支持环湖赛、共享环湖赛的热烈

氛围，带动全民健身走向纵深。市场

开发持续向好，既有广汽丰田、匹克体

育、中国银联、天空壹号等长期和环湖

赛并肩同行的合作伙伴，也有诚意满

满加入环湖赛大家庭的商界新友。通

过参与环湖赛，为合作企业提供了展

示品牌和产品、培育企业文化、呈现社

会责任的良好平台。

同时，赛事带动各地自行车绿道

建设、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旅游公路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环境整治

提升，进而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升

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民身心更健

康、生活更美好、精神更振奋。赛事

线路勾勒全域美景，助力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为青海旅游增添了一

抹亮色，让大美青海再次乘着环湖赛

的车轮美名远扬。

融合，让环湖赛
赛事价值再提升

本报北京讯（记者 王宥力） 5
月 24 日，第二十二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比

赛线路，继续挑战高海拔、高难度。

线路包含平路、山地、丘陵等丰富的

赛段类型，最高海拔 4120 米，平均海

拔接近 3000米。

据 了 解 ，本 届 环 湖 赛 途 径 西 宁

市、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

族 自 治 州 和 海 西 蒙 古 族 藏 族 自 治

州。按照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办赛

标准，从特定规则、线路设计、队伍结

构等方面做了全面分析和科学设计，

既凸显了环湖赛世界海拔最高、难度

最大的特色，也强化了赛段之间的顺

畅衔接，转场距离仅 50公里。

其中，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比

赛距离 110公里；第二赛段：多巴至贵

德，比赛距离 134 公里；第三赛段：贵

德至互助，比赛距离 201公里；第四赛

段：互助至门源，比赛距离 174 公里；

第五赛段：门源至祁连，比赛距离 169
公里；第六赛段：祁连至西海镇，比赛

距离 208公里；第七赛段：西海镇至共

和，比赛距离 127 公里；第八赛段：共

和至茶卡，比赛距离171公里。

环湖赛线路环湖赛线路
继续挑战高难度继续挑战高难度

本报北京讯（记者 王宥力） 5
月 24 日，记者从第二十二届环青海

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本届环湖赛在赛事级别、传

播方式、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实现升

级，继续引领赛事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第二十二届环湖赛已经

进入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序列，实现赛

事升级，在国际自盟竞赛体系处于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也标志着这项自主品牌

赛事踏上了新的起点，被赋予更深的意

义，将会从各方面实现新的发展。

本届赛事将实现环湖赛历史上

首次全程电视直播，八个赛段将通过

中央电视台、青海卫视给更广大观众

呈现完整的比赛过程，精彩的赛事瞬

间，并向国际电视频道、网络直播平

台投放，加强融媒体传播与推广，着

力打造集“报、台、网、微、端、屏”为一

体的全媒体融合传播矩阵，高频次、

全方位立体报道，持续扩大宣传效

应，创造更高的媒体价值。

赛事积极推进建立“政府主导+
市场运营+地方参与”的赛事运行新

机制。省政府主导，统筹全局，协调

各方；市场化引入青海体育赛事有限

公司全面负责竞赛、宣传、市场开发

等业务，推动赛事市场化发展；建立

申办制，择优选择赛事承办地，强化

赛事平台与承办地经济社会发展融

合联动，激发承办地政府积极性。

同时，坚持办赛和服务人民相结

合，融入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让群众共享环湖赛，丰富赛

事体育价值。发挥平台优势，完善产

业链条，组织举办环湖赛嘉年华，开发

赛事特许商品，搭建环湖赛网上商城，

发展器材装备销售租赁、骑行培训、骑

行旅游等产业业态，挖掘赛事产业价

值。强化文化旅游推介，提升城市知

名度，促进基础设施提升，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实现赛事社会价值。

环湖赛全新出发
打造“升级版”

本报讯 （记者 王臻 通讯员 麻
明） 5 月 23 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据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资源

台账系统显示，2022 年，我省主要农作

物秸秆产生量为 271 万吨，可收集资源

量为 240万吨，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

基料化、原料化等五料化利用共计 220
万吨，全省综合利用率达到90.66%。

2019 年起，我省连续开展秸秆综

合利用试点县建设，已累计投入中央财

政 资 金 和 省 级 资 金 共 3357 万 元 。 目

前，试点区（县）秸秆农户散用水平、收

储运专业化水平、“五料化”利用水平均

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适合我省实

际情况的利用模式，为推进我省农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青海省农作物秸秆资源青海省农作物秸秆资源
综合利用率突综合利用率突破破9090%%

本报讯（记者 王臻） 为扎实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2019年以来，省农业农

村厅坚决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重大战略，有效促进耕地质量提升，

支撑全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提

升，截至 2022年底，全省累计投入 28.65
亿元，新建成高标准农田9.93万公顷，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71万公顷。

我省始终把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首要目标，通过土

地平整、土壤改良、水利设施、田间道路、

农田防护林、农田输配电以及其他工程建

设等综合施策，耕地质量明显提升，水资

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今年，我省计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 1.27 万公顷，其中新建 1 万公顷，改

造提升 0.267 万公顷，统筹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 0.067 万公顷。目前，建设任务

已分解至 7 个市（州）22 个县（市、区、农

场）、省农业农村厅和省三江集团，前期

工作已陆续开展。

青海新建成高标准农田青海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99..9393万公顷万公顷

（上接第二版）
彼时，在湟源、海晏、乌兰新建站台

雨棚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

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地探讨交流着……

三地的站台雨棚兼顾着行车和施工，这

让原本简单的雨棚施工成为青藏铁路

西格段提质改造项目的又一难点工程。

5 月 22 日凌晨 3 时 30 分，“开始吊

装……”随着现场施工负责人一声令

下，现场防护人员应声到位、吊车迅速

就位，预制梁、预制板一块块缓缓起

吊、稳稳落下……6 时许，乌兰站当天

吊装作业圆满结束。

湟源、海晏、乌兰 3 个站雨棚施工

难度大、时间紧、任务重，对行车影响

大，施工单位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利

用时间差让行车和施工两不耽误，想

方设法确保雨棚施工期到必成。

在桥梁病害整治施工现场，一台台

大型液压千斤顶整装待发，准备将新预

制的涵节顶入既有铁路路基。“青藏铁

路西格段提质改造工程还包含对既有

病害的桥梁进行整治，共设计桥涵 11
处，目前 9处基本完成。”中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青藏铁路西格段提质工程施

工总价承包标段项目部总工王树生说。

青藏铁路西格段提质改造工程，

是青海“十四五”期间规划实施的重大

民生工程，目的是通过对既有青藏铁

路西格段进行提质改造，扩大铁路运

输有效供给，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工

程东起西宁市，向西经湟源、海晏，进

入刚察县境内后沿青海湖北缘经过天

峻县、乌兰县、德令哈市至终点格尔

木 市 ，全 长 759.784 千 米 。 工 程 于

2022 年 7 月开工，工期 1 年半。目前，

工程路基附属施工、桥梁病害整治、通

信、信号、信息及电力、接触网等配套

改造施工已接近尾声。

青藏铁路西格段提质改造工程完

成后将进一步拓展“复兴号”动车组在

青藏高原的服务范围，扩大铁路运输

有效供给，提升运输服务品质，对完善

青藏主轴大运量通道客运服务、促进

沿线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推动区域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天路更通畅
民生更幸福

丁香竞放，满城飘香。5月23日是第十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当天，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办了“文艺进万
家 健康你我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以一曲民乐合奏《新农村欢歌》火爆开场，各艺术门类的文艺志愿者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登台献艺，舞蹈、
独唱、贤孝……迎来群众们的阵阵喝彩。 通讯员 童世钰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洪玉杰 摄

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

第二十二届环湖赛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何敏） 5 月 20
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发出通告，就规范管理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旅游活动有关事宜作出规

定。

通告指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未经许可勿擅

自进入，保护区的实验区除驻区单位

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外，未经许可，

不得开展与保护规定不相符的旅游活

动。保护区范围内的草地是社区居民

重要的生产资源，围栏及通道是草场

管 理 设 施 和 家 畜 牧 道 ， 禁 止 随 意 破

坏 、 私 设 旅 游 通 道 和 旅 游 景 点 ； 目

前，环青海湖地区二郎剑、仙女湾、

刚察湟鱼家园等景区正常开放，正在

规 划 建 设 的 环 青 海 湖 12 个 观 景 点

（台） 将逐步开放。

同时，通告还提出，旅游季节环

青海湖地区车流量大，极易造成交通

拥堵和交通事故，为保障游客安全，

旅 行 社 和 自 驾 游 客 密 切 关 注 旅 游 提

示，环湖游览时服从交通指挥，遵守

交通法规，文明安全驾驶，不占道抢

行 ， 不 随 意 停 车 拍 照 ， 保 障 交 通 秩

序，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当前正处

于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期间，青海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按照国际生态旅

游标准，实施景区品牌建设、交通改

造提升、服务体系建设等系列工程，

不断改善旅游环境，提升旅游品质，

并及时解决因此给广大游客带来的不

便和困难。

同时，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为 0971—63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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