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明慧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位于三江源保护
重要地带，肩负着保护好生
态环境的重大责任。顺势而
为、应势而变，凸显资源优
势，谋划发展路径，布局特色
产业，在生态的“定量”中找
寻绿色发展的“增量”，生态
价值、生态责任、生态潜力辩
证统一，政府之为、发展之
变、民生之实环环相扣，生态
优势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
生态价值也正在转化为源源
不断的经济财富，源自良好
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看得见、摸得着，良好的生态
环境已然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对于河南县而言，只要
一提起生态，大家都会脱口
而出“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
一”“亚洲一流、青海最美”等
等，而这一个个光环正是和
独特而质优的生态“家珍”息
息相关。从几年前围绕生态保护采访，
到如今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
路径的采访主题，深刻感受到广阔的河
曲草原，从一个个保护实例到一个个发
展实践，生态是基础，“绿色”是主调，在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中，保护
生态延伸至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两
山”理念被不断深化，“两山”转化路径也
在持续拓展。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从最初破题开局，到如今多点突
破，立足生态优先谋发展出路，雪多牦
牛、欧拉羊、河曲马等特色优势产业正在
做大做优做强，从繁育、养殖再到畜产品
加工，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公共区域品牌
也在不断叫响。采访过程中，很多人谈
及到了品牌对于产业发展和产品市场的
影响力。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打造有
口碑、有影响力的品牌，是产业优质发
展、产品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品牌的影
响力能够带动消费群体的扩大，当消费
者从“头回客”变为“回头客”，带动的是
更为广阔的市场，用产品的市场流量带
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进而带动起产业
发展的高含金量。当产业发展实现了可
持续循环，生态资源的价值得到了进一
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无限空间和巨大
潜力也将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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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清晨，旦正昂杰前往柯生乡收购牛

奶。他将收购来的牛奶经过一系列处理检测，确

认符合标准要求后，再送到了青海启龙商贸有限

公司河南县启龙牧场。在牧场，牦牛奶经过一系

列加工，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阿米雪酸奶、雪山咖啡

等一系列产品，使牦牛奶的“身价”大幅提升。

旦正昂杰是柯生乡柯生村牧民，家有 50 多头

牛和约 33.33 公顷草场。早些年，旦正昂杰与许多

传统牧民一样，依靠草原过着游牧生活。仅靠牛

奶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收入微薄。

为了让自家的有机牦牛奶卖出好价钱，2017
年，旦正昂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成立河南县

吉刚拉扎尕布有机产品推广有限公司。最初的想

法只是利用妻子的手艺，将自家的牦牛奶制作成

酸奶，在县城销售，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好，自家的

牦牛奶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于是，旦正昂杰开始收购全村乃至全乡的牦牛

奶，为牧民们的牦牛奶销售增加了一条渠道。随着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旦正昂杰收购牦牛奶的范围也

扩展到了河南县各个乡镇。收购回来的牦牛奶，在

制作酸奶后剩余的部分就提供给启龙牧场。

“这些年，每个村与我合作的牧户有20多户。我

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他们的牦牛奶，加工一些简单的

乳制品，从而提高牦牛奶的价值。用不完的牦牛奶再

提供给更大的企业制作更高端的产品。”旦正昂杰说。

旦正昂杰每年要向启龙牧场提供约 200 吨牦

牛奶，然而这仅仅是启龙牧场所需牦牛奶原材料

的一部分。启龙牧场场长多杰仁青告诉记者，牧

场每年所需牦牛奶约 500 吨，除了旦正昂杰提供

的之外，牧场还在全县各乡镇建立 10 个奶站，另

外在相邻泽库县也建立了 2 个奶站。即便如此，牦牛奶依然供

不应求。

如此庞大的牦牛奶需求量，得益于启龙牧场多元化的产

品。目前，启龙牧场拥有三条生产线，生产的阿米雪酸奶、酥油、

雪山咖啡、牦牛蛋白粉等产品支撑起了牦牛奶的需求量。

为保障牦牛奶的供应量，启龙牧场采用“公司+合作社+牧

户”的产业化订单运作模式，组织牧民群众开展标准化和合作化

生产。多杰仁青表示，目前启龙牧场有 60 多名员工，均为当地

牧民，与牧场合作的合作社有 10家，直接带动农户达 1200多户。

如今，在广袤的河曲草原，牧民犹如忠诚的守护者，日复一

日地守护着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水青山。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坚

定的信念，呵护着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绿草。

草原也以其慷慨的胸怀，赋予牧民发展的机遇。牦牛产业

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牦牛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它们产出的牦

牛奶成为牧民们的宝贵财富，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金山银山。

牧民在守护与发展中找到了完美的平衡，让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而繁荣的画卷，谱写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动人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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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河南县的蒙古族群众来说，河曲马

曾是群众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亲密伙伴。在游

牧生活中，它是转场的交通工具；在草原放牧

时，它又是生产工具，其重要作用无可替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摩托车、汽车在

牧区逐渐普及，河曲马功能被逐渐替代，渐渐

淡出牧民视野。但家住河南县柯生乡尖克村

的桑杰扎西却是河曲马的忠实爱好者，他买

马、养马、繁育马匹，马匹数量从最初的几匹

发展到了如今的 60多匹。

“以前，马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我

们赖以生存的伴侣。如今，马的作用没那么

大了，每年那达慕大会上会用它来赛马，它仅

仅成为娱乐工具。”桑杰扎西表示。

2022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桑杰扎西了解到马奶营养价

值丰富，且具有药用功能，对肺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疾病有

治疗作用，而且附近牧民不时上门求购马奶，于是，他决定成

立合作社，让河曲马再次发挥作用，夏日拉泽河曲马合作社

就此应运而生。

桑杰扎西家有 500 多只羊、300 多头牛，草场面积达约

426.67 公顷。但牛羊加上马匹，自家的草场已完全不够用。

而且一匹马的食草量相当于 6只羊的食草量。牛羊还能产生

经济效益，马匹要想获取经济效益只能依靠马奶。

2023 年，桑杰扎西雇用村里 5 名牧民负责放牧、挤奶等

工作，每人都明确分工，尤其是挤马奶时需要两人协同配合。

“河曲马一年四季都能挤马奶，夏秋季节，每匹河曲马每

天能挤马奶约 2.5 公斤，冬春季节，每匹河曲马每天的产奶量

约 0.5 公斤，马奶每公斤售价 100 元。”桑杰扎西进行了比较，

以夏季为例，20 头牦牛日产奶量约 35 公斤，收入 250 元，而一

匹河曲马日产奶量约 2.5 公斤，收入同样是 250 元左右，相比

之下，河曲马产生的效益更好，对草场保护也能起到更好的

作用。

去年，合作社的马奶除在本地销售外，还销往甘肃、西藏

等地。过剩的马奶则被加工成了酸马奶，保质期可达八九个

月。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与销售，马奶市场逐渐被打开，桑杰

扎西有信心将马奶打造成河南县又一特色畜产品。

今年，合作社花费 18 万元在县城附近流转约 266.67 公顷

的草场，进一步扩大河曲马养殖规模，同时加强马奶的加工

与销售。“如今，我们面临的草场压力较大，后续我们的发展

计划是逐步减少牛羊养殖数量，通过河曲马的马奶增加收

入。同时还打算在县城或西宁市开设马奶销售店，让新鲜的

马奶能第一时间销售出去。”桑杰扎西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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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清晨，家住宁木特镇德日旦村

的公保扎西化身“摄影师”，给自家一只优质

的欧拉羊拍摄了一组精美照片。照片中不

仅有欧拉羊，还有壮阔的大草原。随后，公

保扎西将照片通过手机上传。

同一时间，宁木特镇政府办公室里，尼

旦扎西收到了公保扎西家欧拉羊的照片。经

过一系列审核，公保扎西家的欧拉羊就出现

在了“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活畜购物平台

上。若有顾客下单，就意味着这只欧拉羊已

被售出。七天内顾客付款，公保扎西则代养

这只欧拉羊，秋季时可按顾客要求上门取货

或屠宰后邮寄，牧民足不出户，欧拉羊就能销

售到全国各地。

公保扎西家有130多只欧拉羊生产母畜，

约 133.33 公顷的草场。今年，他已在“小黄

车”上架了20只羊羔。上架的羊羔有严格要求，拍照时必须

显示出耳标，让顾客清楚知道自己买的是哪只羊，且出生时

间要达到 8个月，秋季宰杀时能达到要求的体重，在 31公斤

至35公斤之间。

2023 年底，河南县开发上线了“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

行”乡村振兴智慧平台，使欧拉羊成为河南县牧民群众的

“致富羊”，也改变了牧民群众的思想观念。

公保扎西表示：“如今网上购物已成趋势，我们也想通

过网购平台，一方面销售畜产品，另一方面宣传我们美丽

的草原。”顾客下单后，代养的牧户需定期上传欧拉羊的照

片和视频，同时还会附带上传一些草原美景，让顾客了解

自己的欧拉羊生活的环境。

活畜线上交易，不仅能让牧民的畜产品卖出好价格，

还能推进当地文化旅游，提升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能促进

草原保护，实现利益最大化。宁木特镇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尼旦扎西说，以前当地牧民牲畜交易途径单一，

要么等商贩上门收购，要么送到县上的屠宰场，遇上市场

行情不好，牧民只能一直养着，等待行情好转，有时一养就

是三四年。如今，依托线上销售，欧拉羊超过一年就会出

栏，极大地减轻了草场压力，使养殖周期更短，群众受益更

多。

河南县打造“一只欧拉羊带您去旅行”文旅产业 IP，探

索出了一条“产业+文旅+互联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

路。截至 4 月中旬，宁木特镇有 50 多户养殖大户参与欧拉

羊线上销售，上架了 187 只欧拉羊，已下单 25 只羊。全县

各乡镇上架了 2900 多只欧拉羊，下单了 1700 多只，最多的

一户牧民家接近 10只，成功打通了活畜线上交易的通道。

一
只
羊
：
打
通
活
畜
线
上
交
易
﹃
新
渠
道
﹄

盛
夏
的
蒙
旗
草
原

盛
夏
的
蒙
旗
草
原
，，牛
羊
遍
地

牛
羊
遍
地
。。

关键词：畜牧商品
清明时节，一场春雨过后，蒙旗草原焕发出勃勃

生机。丝丝绿意悄然浮现，山坳处成片的草原披上绿
装。牛羊和马儿在草原上悠然漫步，尽情享受着开年
后的第一口鲜嫩青草。

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作为全国面
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拥有丰富的畜牧业资
源。欧拉羊、河曲马、雪多牦牛等农产品荣获国家农
业部“国字号”地理标志称号，并取得众多商标，“雪多
牦牛”“欧拉羊”更是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这
里的天然草场绿色纯净无污染，优良牧草品种繁多，
营养丰富，被誉为“亚洲一流，青海最美”“天赐蒙旗·
全域有机”“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

进入新时代，河南县踏上新征程，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生态有机畜牧业的独
特优势，利用天然草原的生态优势和牲畜品种优势，
聚焦“两山”实践成果转化，突出“绿色”“有机”“智
慧”，不断延伸畜牧业产业链，放大畜牧商品经济效
益，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有机、联牧富牧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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