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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 梅 通讯员 马荣臻

6 月中下旬，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高原

高寒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日光温室大棚，但见前

绿意盎然，一排排葡萄藤架整整齐齐，一颗颗羊角

蜜果型饱满吊挂枝头，脚下则是大片的辣椒、黄瓜

等蔬果幼苗，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景象。

刚察县地处高海拔地区，过去只能种萝卜、洋

芋、小油菜等为数不多的几种蔬菜，收成好不好还

要看天气。为提升农业生产水平、促进新技术应

用，改善农牧民饮食、推动科普教育和解决脱贫人

员就业，国家能源集团把援建智能日光温室当成了

对口帮扶的优先选项，2021 年总投资 200 万元的高

原高寒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竣

工并交付使用。基地总占地面积 20.49 亩（1 亩≈
0.067 公顷），建成单体面积 830.43㎡的智能日光温

室 2幢，并配套业务用房等附属设施设备。

如今，走进果蔬试验基地，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跳跃着三排红色字体的电子屏，分别显示着温

度、湿度、光照等重要数据，尽显“科技范儿”。

“刚察县海拔高、日照时间长、土壤干净，独特

的气候特征和丰富的日照资源使得本地生产的葡

萄、羊角蜜糖分含量较低纬度地区高，同时冷凉环

境病源少，基本不用农药，肥料也完全施用有机肥、

水溶肥，可以说是在高原真正实现了绿色管理、有

机栽培。”来自山东潍坊的果蔬试验基地技术人员

解秀红说道。

自果蔬试验基地投入运营以来，自产的葡萄、

火龙果、西瓜、辣椒、甘蓝、菜瓜、萝卜等十余种新鲜

果蔬摆上了当地人的餐桌，不仅满足了牧民群众对

果蔬多样化的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场竞

争效应。2023 年，基地共生产各类果蔬 1.2万公斤，

实现收益 13万余元。

“因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分，再加之现熟现

摘等有利条件，果蔬试验基地种植的西红柿沙瓤多

汁，受到学生的青睐。目前基地已经与当地学校签

订长期合作协议。质优价廉的果蔬让前来基地采

摘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解秀红告诉记者。

刚察县以牧业生产为主，过去牧民群众饮食单

一，加之冬季运输相对困难，新鲜果蔬市场售价较

高，群众的菜篮子不够丰富。如今，智能日光温室

的建设满足了牧民群众冬季也能吃上新鲜果蔬的

需求，让曾经“靠天吃菜”的刚察农牧民，尝到了国

家能源集团援建成果的甜头。

伴随着牧民群众大量的订单，2 幢智能日光温

室的产量供不应求。牧民订单量大，产量怎么稳

定？为此，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积极争取国能

援建资金，2023 年落实资金 113 万元启动了高原高

寒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建设项目（二期），新建日

光温室 2 幢，配套 100KVA 箱式变压器 1 台，购置屋

面覆盖及外保温系统、温室管道蓄热、温室灌溉系

统、温室补光系统、温室配电及控制系统等种植配

套设备 5项。

采访当天，看着即将完工的新智能日光温室，

解秀红开心地说：“我已经规划好了即将投运的两

幢大棚的种植品种，一个大棚准备种植红颜草莓，

它生长适应能力好、休眠浅、自然坐果能力强、果形

大、品质很优秀。我们已经在定制幼苗了，正好可

以赶上春节售卖；另一个大棚嘛，就种植辣椒和黄

瓜，这样不仅可以与前面大棚种植的辣椒、黄瓜实

现错峰上市，稳定产能供应。今年预计有葡萄、羊

角蜜、草莓、黄瓜、西红柿、辣椒、茼蒿等近二十种新

鲜果蔬供应市场。我相信，随着温室的运营，我们

基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将进一步

显现。”

设施农业丰富牧民“菜篮子”

少儿运动
成长必备好习惯

暑期就要到了，不少家庭已开始

为孩子的暑期体育运动进行筹划。儿

童体能要从娃娃抓起，开展好家庭体

育教育，是促进青少年儿童养成良好

运动习惯的重要基础，这是众多家长

的普遍共识。

“游泳能够锻炼全身肌肉，不仅能

塑形，还能提高身体素质。”家在西宁

市城北区的林玲，孩子正上小学四年

级。在孩子五岁时，林玲就开始教他

游泳了。在她看来，游泳不光是一项

体育运动，更是一项生活技能。“事实

证明，长期坚持一项体育运动，可以激

发孩子身体里的‘运动细胞’。他现在

特别爱运动，像跑步、打羽毛球，更是

每周都会进行。”林玲坦言，家门口的

全民健身中心让她和孩子的周末充实

而又有激情。

记者也由此得知，为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体育工作，城北区全民健身

中心游泳馆每周都会开设西宁市城北

区中小学生“游泳进课堂”这门课程。

据中心运营单位青海慧丰体育文化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刘 娜 介 绍 ，“ 游 泳 进 课

堂 ”紧 紧 围 绕“ 学 游 泳 、防 溺 水 、强 体

质 ”这 一 目 标 开 展 实 践 教 学 ，城 北 区

10 所学校的学生作为试点培训对象，

每个参训学生都能通过学习掌握游泳

技能和简单的自救方法，其专业的教

学和安全保障措施深受学生家长的称

赞 。 此 外 ，中 心 已 设 立“ 城 北 区 小 鲨

鱼”游泳培训长训队，有近 60 名学员

参训，每周培训四次，以训带赛在提升

当地青少年群体游泳技能的同时，也

为该区培养了体育后备人才。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指出，实施青少年体育活

动促进计划，培育青少年体

育爱好，基本实现青少年

熟 练 掌 握 1 项 以 上 体

育 运 动 技 能 。 西 宁

市 小 学 生 家 长 妥

福 云 对 记 者 说 ，自

己不是一个爱好运动

的人，从小到大没有一

项能长期坚持下来的体育

活动。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孩

子 能 有 一 项 自 己 喜

爱 并 能 长 期 坚 持

下 来 的 运 动 项

目 。 为 此 ，他

先后给孩子

报 了 羽 毛

球 、网

球 兴

趣

班 ，

直到尝

试 了 乒

乓球后，孩

子 就 像 打 开

了 一 个 新 世 界

似的，“每次上乒

乓球课都充满了期

待，性格也开朗了不少。”为了跟上孩子

的运动步伐，妥福云说他自己已经坚持

跳绳三个月了，“孩子看到我动起来也

很高兴，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督促。”

“排好队，先跑几圈！”在西宁市城

西区海湖体育中心少儿体能训练馆，

教练员开启了当日的体能课程。“通过

体能课的锻炼，孩子们深切地感受到

了体能课的趣味性，他们的跑、跳、平

衡等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动作协调

能力、合作意识以及综合素质得到了

提升。”牛小孩（西宁）科技体能运动中

心负责人樊琰告诉记者，之所以发展

少儿体能训练拓展项目，乃是因为体

能是所有训练的基石，根据不同年龄

段少儿的发育特点，以力量、速度、耐

力、协调、柔韧、灵敏为训练模块，掌握

正常的动作模式，就能全面提高儿童

的身体素质。“有了体能做基础，运动

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对孩子整个人生

都会有改变。相比去年，报名体能训

练的人数已经翻番，特别是幼儿园到

小学年龄段的孩子人数很多。在重点

训练小朋友的基础运动能力，让孩子

在科学健康成长发育的同时，体能训

练 也 锻 炼 孩 子 的 意 志 力 。”据 樊 琰 介

绍 ，少 儿 体 能 课 程 有 集 训 课 ，户 外 比

赛 ，室 内 课 程 。 课 程 内 容 有 跳 绳 、攀

爬、跑步、少儿篮球等。

“ 对 体 育 的 热 爱 是 可 以 培 养 的 ，

一旦运动起来，整个人的精气神就不

一 样 了 。 运 动 能 潜 移 默 化 地 改 变 一

个人的气质，提高其抗挫折能力。我

甚 至 觉 得 ，爱 上 体 育 运 动 后 ，世 界 都

更 加 明 亮 了 起 来 。”妥 福 云 希 望 儿 子

在面对困难烦恼的时候，能够乐观和

坚强，“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孩子爱

上至少一项运动”。

依托青海省体育产业孵化基地平

台的支持，短短几年时间，儿童体能训

练馆的数量逐渐增多，占比越来越高，

体能中心已经成为青海体育中心经营

规模最大的一家体育培训市场主体。

与 此 同 时 ，不 少 场 馆 也 提 供 试 听 课

程。从购课网友的评论中不难发现，

孩子在体能得到锻炼的同时，胆量也

越来越大。“身体是学习的本钱，体育

训练可以磨炼孩子的意志、培养孩子

吃苦耐劳的精神。”“我的孩子很胖，又

不愿意运动，希望有专业的教练指导，

所以报了体能训练班……”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虽然参加体能训练的具体

原因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家长们对

孩子的培养，正向着身体素质和毅力

的方向迈进。

拉弓射箭
圆青年“侠客”梦

早在我国商代，就出现了一种以

射 箭 运 动 为 主 体 ，集 音 乐 、舞 蹈 、礼

仪、道德于一身的体育文化活动——

射礼。周承商制，将其融入贵族教育

体 系 。 射 礼 的 目 的 有 四 ：以 射 御 敌 、

以 射 选 材 、以 射 交 流 、以 射 育 人 。 时

至今日，射箭运动已经成为奥运会项

目，爱好者众多。

“穿护臂、做热身、调整呼吸……”

一 个 周 五 的 晚 上 ，在 西 宁 轻 羽 射 箭

俱 乐 部 里 ，喜 好 拉 弓 射 箭 的 朋 友 们

正 在 一 起 切 磋 着 箭 术 ，也 有 不 少 学

习 射 箭 的 学 员 ，早 早 就 开 始 了 课 前

的准备工作。

“ 手 掌 虎 口 的 位 置 抵 稳 弓 箭 ，而

不是往前凑……预开弓的时候，手臂

抬 起 后 一 定 要 放 平 ，对 ，对 ，就 是 这

样 。”教 练 员 耐 心 地 为 学 员 讲 解 射 箭

运动的有关知识，并手把手地进行基

础动作指导。

“凝神屏息、抬起手臂、挽弓搭箭、

瞄准靶心、拉弓击发……”在教练的指

导下，几位女学员的射箭过程一气呵

成 ，一 招 一 式 飒 爽 利 落 ，颇 有“ 女 侠 ”

风范。

问及为何会来参加射箭运动，还

是 在 校 大 学 生 的 陈 学 蓉 这 样 回 答 ：

“ 我 不 爱 热 闹 ，对 跳 舞 等 也 不 感 兴

趣。以前看奥运会比赛，就觉得女孩

子射箭的样子太帅了，所以我也想尝

试一下。”她告诉记者，跟自己以前想

象 的 差 不 多 ，教 练 很 有 耐 心 ，所 以 上

手 很 快 ，只 上 了 四 五 节 课 ，就 已 经 找

到“感觉”了，“我很喜欢，期待着接下

来的课程。”

“我们的射箭培训包括基本理论，

站立姿势、拉弓、手法、力度等内容。”

西宁轻羽射箭俱乐部负责人张发明告

诉记者，射箭必须站直身体，拉伸骨骼

和肌肉群。这样可以增强肩、臂、腰、

腿部的力量，上手就很快，大多数学员

只用两三节课就可以掌握要领。但是

弓箭是个需要静下来的竞技项目，真

想学好，还需要多练多悟。为此，我们

规 定 ，凡 开 课 期 间 ，学 员 们 只 要 有 时

间，都可以到俱乐部进行练习。

“ 目 前 ，俱 乐 部 有 会 员 近 200 人 。

我们特意邀请了两名专业退役运动员

当教练，在为俱乐部提供专业指导的

同时也解决他们的再就业问题。我们

也不定期地举办射箭比赛、会员及非

会员联谊赛，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让

更多的市民朋友爱上射箭运动。”张发

明说。

青海的民间射箭运动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演变与

融合发展，各地区仍延续民间射箭体

育运动和射箭传统文化。如今，射箭

在青海各地区既是一项体育运动，又

是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作

为西宁市首家以射箭运动为主打的俱

乐部，2023 年，西宁轻羽射箭俱乐部加

入青海省体育科技产业孵化基地后成

功完成转型。该俱乐部立足青海射箭

运动的群众基础，正向朝阳企业的方

向不断发展。

据了解，一年多来，孵化基地帮助

该俱乐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万达广

场旁边寻找到面积近 1000 平方米适合

其经营发展的场地，并帮助他们办理

了工商登记业务，完成了工商注册，提

供了相应的法律咨询、合同审查等基

础服务。完成了税务登记，提供了财

务管理方面的支持，还对俱乐部提供

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引导，对接西宁市

体育局，争取使其成为入库发放体育

消费券企业，以提高其知名度。

产业孵化
为高原体育融入新活力

眼下，第二十三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作为青海龙

头的品牌赛事，环湖赛已经成为青海

省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力地

带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青海丰富独

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高度重视，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高原体育强省建设行动方

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出台，青海的

体育产业发展机制越发优化，体育产业

新业态不断涌现，户外资源产业化发掘

逐步深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等体育品牌的价值愈发凸显，社会力量

投资体育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体育与其

他行业融合发展渐入佳境，体育产业已

成为推动青海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

动力。

青海省体育科技产业孵化基地的

建立，标志着体育事业迎来了自己的

发展机遇期。有赖于特色体育产业经

济的发展和区位优势建立起来的体育

产业孵化基地，自创立以来已为体育

产业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近百次；为企业确定创业项目、开展市

场调研、制定创业计划，同时，积极推

荐退役运动员到企业，既发挥了运动

员的专业特长，也帮助企业解决了人

才缺失的困难；协助提供法务、税务、

宣传等方面的帮助，积极争取政府政

策性补贴。截至目前，孵化基地 1 期已

入驻 6 家企业，2 期已入驻 16 家企业，

22家企业在孵化基地茁壮成长。

在提供创新创业平台的同时，青

海省体育科技产业孵化基地也积极发

挥 其 主 观 能 动 性 ，为 平 台 企 业 谋 未

来 ，促 发 展 。 近 几 年 来 ，孵 化 基 地 多

次 举 办 企 业 管 理 能 力 培 训 及 交 流 活

动。根据授课老师自身的经验、资源

及 专 业 知 识 等 ，为 学 员 提 供 思 维 拓

展 、能 力 培 训 、资 源 赋 能 等 多 方 面 的

支持，以使其更好地把握企业经营管

理 新 思 维 、新 方 法 、新 路 径 ，了 解 、掌

握相关政策及知识技能，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基地还积极开

展孵化企业培训交流活动，各企业相

互交流经验、探讨未来的合作发展。

谈及未来发展，基地负责人信心百

倍，表示将结合青海体育资源的实际，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以培

育体育新质生产力为目标，打好“体育+
文旅+消费”组合拳，打造体育品牌，充

分发挥体育赛事的综合效应，为区域发

展塑形、赋能，让沉睡的资源活跃起来，

让潜在的优势发挥出来，努力开创体育

赋能、文化为媒、旅游带动的体育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让青海体育产业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更高更足，

推动青海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

“体育+”特色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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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体育产业已经上升为
“国家战略”，孵化器作为一种业
态对体育产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
明显。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基 地 集 聚 体 育 企 业 数 量 达 到
52731家，吸纳从业人员114.43万
人，示范单位吸纳就业69286人，
示范项目带动就业 103.27 万人，
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和社会效

应，成为体育产业集群向纵深发
展的重要依托，极大地拓展了企
业的发展空间。

随着对体育产业、全民健身
的政策利好频出，体育产业发展
步入了快车道。尤其是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2025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将大幅扩大
到 5 万亿。这样的产业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跨界创业者将选
择体育产业进行创业。他们看准
的，是随着经济的稳步提升，将有
更多的大众关注自身健康问题，

体育人口将逐渐上升，全民
健身造就的庞大体育人口将汹
涌而来。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2021年，青海省体育科技产业孵
化基地正式揭牌，青海省体育事
业由此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期。产业孵化平台聚集了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具有发展潜力、创新
能力的中小型企业，通过强强联
合、互相赋能，打造体育产业全链
路发展模式，共同构建“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产品丰
富”的体育产业生态体系，助推体

育产业的高质量、创新型发展。
如今，依托着平台，孵化基地

的创业人员也在发挥青海独特自

然资源优势与优质体育赛事资源
利用的基础上，贴近百姓生活，发

展运动项目，开启企业间“群聊”

模式，努力带动青海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增加就业，获得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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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体能亲子互动游戏少儿体能亲子互动游戏。。 谭梅谭梅 摄摄

↑↑““小鲨鱼小鲨鱼””游泳长训队队员参加游泳比赛游泳长训队队员参加游泳比赛。。 梁世英梁世英 摄摄

↓↓幼儿在运动时大屏实时观测其心率变化幼儿在运动时大屏实时观测其心率变化。。 谭梅谭梅 摄摄

羽毛球馆里飞扬羽毛球馆里飞扬
的青春的青春。。 谭梅谭梅 摄摄

拉弓射箭拉弓射箭，，展现女展现女
侠风范侠风范。。 谭梅谭梅 摄摄

解秀红在果蔬试验基地打理枝苗。
马荣臻 摄

葡萄挂满枝头。 马荣臻 摄

聚焦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