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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区北邻互助土族自治县，

东接乐都区，西连西宁城，南靠化隆

回族自治县。这片身在“山”中的小

城区，却从未束住生态文明建设的

脚步。

在平安区西南侧，有一片绵延

数十公里被称为大红岭的红色山

岭，“大风起沙尘，下雨流泥水”荒芜

贫瘠是彼时人们对大红岭的印象。

2018 年，一位名叫罗彬的创业

者带着青宏杏这个新品种来到大红

岭，“地处大江大河源头的青海，发

展生态产业一定大有可为。”凭着这

份信念，罗彬开始在这片荒山寻找

“生态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出路。他

带着乡亲们平整土地、施用农家肥，

试种 33.3 公顷杏林补栽了 12 次才

全部成活，灌溉、授粉、开花期霜冻

等一茬又一茬的困难也逐一被克

服。

2019 年，平安区政府与罗彬的

公司签订了《平安大红岭生态田园

综合开发项目》的投资协议，正式开

始打造“杏福岭”。逐步形成了含经

济林种植区、田园科普体验区、综合

服务区、花海生态景观区、动物饲养

体验区、户外运动区的多产融合综

合度假区。

如今，大红岭已种植“青宏杏”

良 种 253.33 公 顷 、景 观 林 66.67 公

顷，共计 28 万余株，区域绿化面积

达到 60%以上。因春天可赏花、秋

季能摘果，成了平安区著名的生态

旅游度假区。

每年，这里举办的平安区乡村

旅游季暨“杏福岭”赏杏花活动都吸

引无数游客前来，红岭村村民马秀

芳连续两年夏天在景区做生意，她

说：“我的酿皮生意很红火，而且现

在遍山都是树，村里搞养殖的人也

多了，以前我们从来没想过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

罗彬介绍说，目前景区还在不

断完善，当地农户可以边务工边学

习育种或中藏药种植技术，“项目实

施后每年解决 100 余人务工，累计

发放人员工资 600多万元。”

如今，大红岭走出了一条荒山

绿、生态美、产业兴的生态产业化发

展之路，不仅成为平安区践行“两

山”理念的典范，还为实现乡村振兴

锦上添花。

绿水青山提绿水青山提““颜值颜值””生态产业增生态产业增““价值价值””

荒山披绿装，荒地变福地

牛玉娇

从海东市平安区大红岭的荒山变青
山，到洪水泉乡牛羊散养到规模化的富
硒牦牛产业园，从古城回族乡石碑村花
海景区，到平安区全域旅游生态走廊，曾
经山路十八弯的远山边村，如今都有了
富有前景的适宜产业，处处生机勃勃。

如何让平安区的传统种养殖业借
助天然富硒优势提质升级，成功实现产
业转型？又是什么让村村落落、家家户
户将致富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答案蕴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以前，人们靠天吃饭生产力水平

低生活贫困，如今，修复和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靠山靠水靠生态走上了致富路，与自然
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全省打造生
态文明高地的背景下，平安区发挥独特
的区位、交通和资源优势，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为此，近年来平安区将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南北两山
绿化工程、湟水规模化林场、三北防护
林等林业工程生态成效显著，风力发电
项目、光伏项目相继落地，加速绿色低
碳转型……

积极探索生态养殖+光伏产业、全域
旅游、三产融合、生态农牧业发展路径，
培育青宏杏、冬油菜等优质品种，大红岭
生态经济、平安驿生态旅游，洪水泉生态
种养、高原“富硒”有机农产品等一批“金
字招牌”，成为助推平安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引擎，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点绿成金”，让平安区成为了生态
产业发展的优选地，品牌影响力日益彰
显。先后被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支
持县”“中国最具民俗文化特色旅游目
的地”，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平安
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新的地方名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

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平安区持续拓展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的路径，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成功探索出“两山”
转化的“平安路径”和“平安模式”，一幅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多彩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作
答
发
展
考
卷

本报记者 牛玉娇

2022年11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第六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名单，海东市平安区榜上有
名，成为全市第一个、青海省第
三个既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又是“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
地区。

一条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立足良好生态环境，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富硒资源优势、
人文旅游资源禀赋的“两山”转
化路径，在发展中延展开来。

这条路给平安区带来了什
么？记者走进平安区一探究
竟。

大红岭的西南方是平安区洪水

泉回族乡，这里“山大沟深”“山路一

百多弯”，群众多靠养殖业谋生计，

但是分散养殖的方式不仅破坏自然

和人居环境，也令产业后继无力。

乘着“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的东风，平安区利用洪水

泉 乡 2906.6 公 顷 获 得 认 证 的 富 硒

地块优势，在绿色发展之路上越走

越稳。

2023 年 11 月末，黄鼠湾村的富

硒牦牛产业园标准化牛棚在阳光

下 熠 熠 生 辉 ，已 交 付 的 45 个 标 准

化养殖棚内满是体格健壮的牦牛。

产业园占地面积 181.72 公顷，

共修建 70 栋标准化牛棚，配套建设

了饲料加工区、有机肥加工区、高效

农业综合利用基地等，现存栏牦牛

2554 头 。 通 过 集 中 管 理 、分 户 经

营，产业园为入驻企业和养殖户提

供饲料、疫病防治、粪污处理、销售

等提供一体化服务。

洪水泉村村民马生玉是入驻园

区 14 家养殖户中的一户，“在园区

集中养牛的成本比以前露天散养

低，而且圈舍的条件好，饲料也有技

术人员精心调配，牛吃了体质好肉

质就好，今年我已经出栏了 160 头

牦牛。”

入 驻 产 业 园 的 农 户 还 成 为 了

“种草养畜、草畜联动”的受益者。

2023 年 ，产 业 园 的 运 营 企 业

——青海华丰高原富硒农产品开发

公司，通过“草畜联动”机制流转周

边村的土地种植了 186.6 公顷富硒

饲草，收获青贮草 2750 吨，为入驻

企业和养殖户提供饲料。

同时，与平安镇、巴藏沟乡等地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签订

了近 33.3 公顷约 2000 吨的青贮玉

米收购合同，全年共带动周边 2030
人次务工，村民工资性收入达 30 余

万元，联农带农成效显现。

洪水泉乡政府工作人员李树清

说：“富硒牦牛产业园激活了我乡养

殖、种植两大产业，有效推动绿色有

机农牧业发展，为平安区富硒产品

提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综观全区，自 2010 年平安区首

次发现 60000 公顷富硒土地资源，

当前已打造以马铃薯、禽蛋、牛羊

肉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五大富硒

产业链，富硒特色作物播种面积达

4966.6 公顷，培育富硒企业 24家。

2022 年 富 硒 特 色 产 品 线 上 线

下销售额达 2.73 亿元，增加 200 多

个就业岗位，人均年工资收入 2.84
万元，“高原硒都·健康平安”品牌影

响力持续扩大，富硒产业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利用好资源，富硒变富民

在探索发展“两山”创新

实践基地的道路上，平安区持

续优化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

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

展。在保障生态高“颜值”的基础

上，深耕旅游业新“价值”。

全区扎实推进南北山绿化、湟

水规模化林场、三北防护林等工程，

共种植 933.3 公顷 155.5 万株绿植，

推动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36.01%，实

施 93 个高原美丽乡村项目，生态旅

游业日趋完善，在实现“两山”转化

的过程里，让生态“绿”与产业“兴”

相得益彰。

古城回族乡石碑村的“石碑面

片”（也称石壁面片）远近闻名。掌

握这一家乡传统手艺的马海龙在平

安区政府的扶持下，规划修建了集

观光、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石碑瑞丰

花海生态旅游景区，不仅凭美食引

人来，也用乡村生态旅游留客。

莲花山和青沙山环绕下的石碑

瑞丰花海景区内，一排排青砖灰墙

的农家小院整洁有序，玻璃滑道流

水潺潺，夏日里的灿烂花海和田园

风光是游客体验山野乐趣的“网红

打卡点”。

从 赚 一 碗 面 片 钱 到 一 笔 观 光

钱 ，“ 景 区 的 建 成 不

仅提升了石碑村的人气，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也让他们更加重

视保护生态环境，珍视家乡的绿水

青山。”平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

苏倩男说。

截至 2023 年 11 月，景区共承接

游客 12 万人次，向石碑村集体支付

约 10 万元，带动 10 余家农家乐、120
人务工，支付村民工资 120万元。

乡愁民俗、乡野游乐等更多项

目不断丰富生态旅游的形式，成为

当地“两山”理念转化的生动注脚。

依 托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建 设 契

机，平安区深度挖掘区位、生态、资

源、人文优势，对各个景区进行提档

升级。

充满“烟火气”的平安古驿，山

清水秀的峡群森林公园，清冽甘甜

的冰岭山药水泉，冬日里火锅与滑

雪兼得的莲花山……初步构成全区

乡村旅游基本框架。平安驿康硒中

桥、大红岭田园生态综合体旅游道

路、白沈沟采摘基地道路等 7 条旅

游专线将 6 个乡镇、2 个街道串联起

来，形成了全域旅游生态走廊。

生态旅游为平安区带来的商贸

物流、商品消费、游客流量，达到了

历史之最。

平安区从改善生态环境、惠及

全区 12 万人的现实需要出发，守住

了绿水青山的底色，也将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探索了

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

振、优良环境与人民福祉“双赢”之

路，并通过不断深化“两山”理念的

实践而行稳致远。

生态颜值高，旅游价值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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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宜人的石碑花海景区景色宜人的石碑花海景区

——平安区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