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视点

关键词：生态产业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良好的生态

环境不仅为万物生灵创造了宜居的栖息
生境，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更为广
阔的空间和潜力。

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要的生态
区位赋予保护“中华水塔”、维护生态安全
的重大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的维度中做好
绿色发展的增量，以特色产业为高质量发
展赋能加分，从一个个高瞻远瞩的顶层设
计到一个个逐绿而进的产业链条，生态
美、产业绿、百姓富有机统一，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实现同步提升，绿水
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板系列调研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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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春天，姗姗来迟。“五一”黄金周
期间，唐德村村民就开始了忙碌的春播。撒
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待到秋日时，收获一
年的希望。

唐德村地处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和
日镇，这里牧场辽阔，耕地肥沃，水草丰美，牛
羊肥美，是三江源地区半农半牧村落。过去，
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牧民深受其害。如
今，这里以生态畜牧业为引导，发展青稞饲草
种植，让传统产业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

唐德村党支部书记扎西当智说：“以前，
我们主要依靠天然草场来喂养牲畜，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草场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环境
面临威胁。如今种植青稞饲草，不仅为牲畜
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还减轻了对天然草场的
依赖。同时还可以销售青稞，增加收入。”

泽库县地处三江源核心区，是黄南州海
拔最高、牲畜最多的畜牧业大县，也是青南
地区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面临草场退化的
压力，如何让畜牧业焕发新生机，泽库县给
出的答案是在西部四个乡镇发展以青稞饲
草种植为主的绿色农业，筑牢三江源生态安
全屏障。

作为高原特色农作物，青稞种植对于生
态保护具有明显优势。

首先，青稞饲草的种植有助于减轻天然
草场的压力。长期以来，过度放牧会让天然
草场不堪重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而通过
种植青稞饲草，可以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
料，减少对天然草场的依赖，从而缓解草场
退化的问题。这就像是为生态环境卸下了

“重担”，让它能够有喘息和恢复的机会。
其次，青稞饲草种植可以改善土壤质

量。一方面，青稞具有发达的根系，能够深
入土壤中，固定土壤颗粒，减少水土流失。
另一方面，青稞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
量，提高土壤肥力，为其他植物的生长创造
更好的条件。这就像是给大地穿上了“铠
甲”，让它能够抵御外界的侵蚀和破坏。

再者，青稞饲草种植可以增加植被覆盖
度，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土壤蓄水能力，从而
更好地涵养水源。这就像是为水资源筑起
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让珍贵的水资源得以保
存和合理利用。

一粒青稞，一片绿荫。发展青稞饲草种
植，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它在
保障牧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了生态环境
保护，这种平衡发展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使我们在守望绿水青山的同时共
享了金山银山。

让传统产业与
生态保护相得益彰

手记
广阔的泽曲草原，量丰质优的草地资源

成为牧民增收、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从

小在草原长大的扎西当智亦是如此。在他看

来，草场是命根子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保护好

生态环境，牧民群众就能在产业的良性发展

中持续受益。

见到泽库县和日镇唐德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扎西当智时，他正在蔬菜温棚里

察看前几天刚移栽的辣椒、黄瓜等秧苗的长

势 情 况 ， 并 给 工 作 人 员 细 心 叮 嘱 着 注 意 事

项。

扎西当智介绍，充分利用原来闲置的空

地，建成 3座分别占地 300 平方米的蔬菜温棚，

成为村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产业之一，不仅

解决了就近的蔬菜供给，还提供了 14 个就业

岗位，让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唐德村村民格知合就是其中之一，闲时到

镇上做小本买卖，忙时和妻子到温棚务工，几

乎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一年下来增收不少，

实现转产转业的同时是增收增效，如今日子过

得一年比一年好。

有着 461 户 2008 人的唐德村是一个以牧

业为主的村落，1.4 万公顷的草地资源，成为牧

户重要依靠。但曾几何时，因过度放牧导致出现黑土滩、

鼠害等草场退化现象，草原承载不了牛羊也养活不了牧

民，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占全村百分之三十的牧户

搬到镇上和县城就近打工。

扎西当智讲述着过往和当下，虽然家里有 53.33 公顷

草场，但因草场退化严重不得已搬到县城打工。后来，得

益于一系列有关草原治理政策和项目实施，通过资金投

入、黑土滩治理、草原禁牧休牧等措施，牧民积极参与其

中，草场又恢复了往日生机，如今可以说是周边质量最好

的草场。

随着草原生态的不断向好，曾经搬出的牧民又都回到

了家乡，或许是因为吃过了破坏生态的苦，所以如今的唐

德村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正如扎西当智所言，以

前一年四季都把牛羊赶到草场上，现在通过定畜定草实现

有规划地放牧，草原生态得以更好保护，产业也就实现了

高质可持续发展。

立足生态优先，谋划特色产业，唐德村抓住众多战略

机遇，把产业作为强村富民的重要支撑，生态保护成效不

断凸显。扎西当智告诉记者，他们建起了唐德村有机生态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在原先发展泽库牦牛特色养殖、畜产

品加工基础上，立足生态保护完善产业链条，建起了蔬菜

温棚和服装加工厂，过去分红多时达到了 50 万元，而且全

村人人受益，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为村里的年轻人提

供了发展机会。

在唐德村，万玛多杰是手艺最好的裁缝，村里有了服

装厂后，他也有了“用武之地”，按照出活量分配工资收入，

在有订单时万玛多杰每天多则可做三件，就算做工复杂的

也能一天完成一件，去年短短几个月时间收入不菲。

随着产业的做大做强，唐德村年人均收入达 2 万元，

当绿水青山的“颜值”成为产业发展的“产值”，最为受益的

当属群众。“下一步我们在持续扩大现有产业规模的同时，

还要继续延伸产业链条，并通过开直营店等形式，让好产

品拥有大市场赢得好销路。”扎西当智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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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动绿色可持

续发展，对于泽库县和日镇夏拉村而言，在生态

的定量中找寻向新而进的突破点、着力点，一粒

粒黑青稞实现了从源头种植、产品加工再到末

端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围绕生态、绿色等

“关键词”，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的同时，是更为可

观的经济收益。

在位于泽库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泽库西拉黑

青稞开发有限公司，泽藏夏拉黑青稞饼干生产

车间内的全自动生产线上，一片片黑青稞饼干

经过各道工序后新鲜出炉，完成包装后即将进入

市场。泽库西拉黑青稞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仁

青冷智告诉记者，在满产状态下年产规模将达

40 吨，目前生产的都是出口订单供货量的一部

分。今年 3 月中旬，泽藏夏拉黑青稞饼干顺利出

口香港，价值约 100万元。

实现出口在泽库县是一次零的突破，采访时

仁青冷智讲起了发展黑青稞饼干产业的缘由。

他是泽库县和日镇夏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也是夏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黑青稞

是夏拉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特色种植产业，以前

以售卖种子和销售糌粑为主，后来出现存量大于

市场供量的现象，不得不寻找“新赛道”，黑青稞

饼干变成了夏拉村集体产业之一。

夏拉村有少量耕地和大面积草地，但从地理区位而言，

平均海拔在 3600 米以上，不适宜黑青稞生长，又为何实现从

源头种植到加工的全产业发展，面对这一疑问，仁青冷智给

出了答案。他们把种植区域选在了离镇政府不远的和日镇

司么村，每年花费 6 万元流转村里的土地、租用厂房，产业发

展从一定程度上带动着另一个村子。

正是黑青稞播种时节，黝黑的田野上，夏拉村黑青稞加

工厂理事长普哇多杰穿行在田间忙得不亦乐乎，他说：“今年

计划种植 33.33公顷黑青稞已播种完毕。”

夏拉村于 2017 年成立合作社，两年后建成黑青稞糌粑

加工厂，2022 年又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建成黑青稞饼干加工

厂，于去年 8 月投产后一个月就实现了市场销售，到目前营

收达到 7万元左右，吸纳就业岗位 10个。

仁青冷智算了一笔账，以前加工糌粑时，500 克黑青稞

卖 10 元，现在做成饼干后，500 克黑青稞可以卖到 38 元。目

前不仅在县城部分商店铺了货，也在省会西宁多家商超打通

销售渠道。

产业的发展在不同领域释放出连环效应，仅就业而言，

黑青稞种植、加工可以吸纳夏拉村、司么村及周边人员务

工。正如泽库县麦秀镇赛龙村宽太吉来说，毕业后回到家乡

在黑青稞饼干加工企业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月收入超过

4000元。

守绿换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良好的生

态环境成为产业发展的增长点。仁青冷智告诉

记者，黑青稞饼干加工企业每年收益的百分

之十将用于村里分红，其余将用于企业扩规

模提效益拓市场。憧憬着未来，仁青冷智

说，我们还要研制更丰富的品种，打造品牌

影响力，让广大群众在增产中增收。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

大，美丽的泽曲草原上，生态、生产、生活定能

相生共赢，自然之美、发展之变、民生之实必将相

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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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春意姗姗来迟，去年种植

的饲草刚刚探出嫩芽，为今年喜人的

长势而蓄能。从传统牛羊养殖向有机

饲草加工“突围”，这是泽库县巴滩牧

场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联社谋新求变

的又一种发展方式，有机、加工、饲

草成为新“标签”。

泽库县巴滩牧场生态畜牧业专业

合作联社是泽库县巴滩管委会所属的

亚日齐村、尕叶合村、秀恰村共有，围绕

产业特色，集聚资源优势，于 2015 年将

原来各村的合作社进行优化整合，起初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但因市场大环境影

响，2023 年，经商议后转型到有机饲草

种植加工，因为他们也在泽库县畜牧产

业发展的大盘中觅得了商机。

实现以草定畜确保草畜平衡，在保

护生态中“破题”，转变思想观念的同时

也换了一种出路。扎西东知是亚日齐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也是合作

联社负责人，在他的介绍中得知，今年

是种上草的第二年，总面积达 266.66 公

顷，将迎来长势最快的一年。

饲草种植一般是隔一年收两年，因为草籽

种上第一年出苗后可能都达不到 10 公分，不能收割

也就无法产生收益，就尝试草籽和菜籽混种。扎西

东知说，怎能让一大片土地没有收益，为了避免“头

年荒”，大家就尝试第一年种草时，把草籽和油菜籽

混合播种，去年油菜籽收益达 98万元。

巴滩牧场地处泽库县西部，地形、气候、耕地面

积均为饲草种植提供了优良条件。扎西东知说，发

展有机饲草种植加工产业，另一方面是为了能够保

护好草原生态，通过饲草补饲来缓解草场载畜压

力。同时，以泽库县东部乡镇为重点，西部种草到

东部出售，从生态保护、经济收益上实现双赢，如今

他们的种草技术被推广到了果洛、玉树等地。

看似简单的种草实为一项技术活，从播种、施

肥到田间管护，从收割、打捆再到储藏，都离不开那

些田间地头的“土专家”。扎西东知就是其中一员，

从上世纪 90 年代种植饲草到 2017 年小规模尝试草

籽和油菜籽混种，到现在每年吸纳 30 个就业岗位，

带动三个村及周边多个家庭增收致富。

除了在合作联社种植饲草，周边牧户也进一步

扩大饲草种植规模。亚日齐村牧民三智加就是种

植大户之一，不仅种草，还置办饲草加工设备，提高

土地附加值，收益比原先养殖牛羊时增长了

好几倍。

在 生 态 保 护 成 果 中 找 寻 发 展 机

遇，新的产业“赛道”创造了一次

又一次惊喜。收益好了发展的信心

就更强了，通过集约高效种植发展

饲 草 产 业 ， 赢 得 更 加 广 阔 的 市

场，在全县打造示范样板，他们的

规划里，对有机饲草种植和加工产

业发展的蓝图更加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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