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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雨嘉

6 月 25 日，走进位于黄南藏族自

治州尖扎县尖扎滩乡来玉村的易地扶

贫搬迁点，环顾四周，两旁绿松挺直，

野花随风摇曳，修建完毕且漂亮大气

的黄河民宿正在营业。进入村子的搬

迁区，一排排花园式房屋用围栏分成

别致的家庭院落，显得紧凑又温馨，干

净的水泥路延伸到村民家门前。

“哒哒哒……”跟随来玉村第一书

记青措，我们来到村里的达格玛宝服

装厂，几名妇女正忙着挑选布料、量好

尺寸、制作校服……

“最近校服生产情况咋样，能按时

交付吗？”青措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最近

工厂的生产运营情况。

“青措书记，您放心，目前已完成

1400 多套。现在大家每天都加班加点

生产，保证这批校服按时交货。”村民

多杰措脸上充满着自信。

青措满意地点点头：“家门口开起

了服装厂，我们村的大多数妇女来到这

里工作。既掌握了技能，又能顾家，一

举两得，你瞧，大家的精气神多足啊！”

青措告诉记者，很多妇女刚来这

工作时，甚至连缝纫机都没见过。青

措到江苏南京，青海海东、海北等地邀

请老师为妇女们培训缝纫技术，大家

踏实肯干，很快便学会了服装制作。

“就拿多杰措来说，来这之前从没

做过衣服。慢慢地，能做一些简单的

围裙、袖套、马甲。现在，能够承担衣

服口袋的制作。要知道，衣服口袋做

工是最复杂的，特别考验人的细致与

耐心。”现在，多杰措越干越熟练，从刚

开始一天只能缝制 20 个到如今 200 多

个，她的速度不仅跟上了，做工的质量

也越来越好，这份工作让多杰措每个

月在家门口创收 3000元。

在青措看来，村民们正是因为在

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搬离了大山，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他们的生活才越来越

有获得感、满足感。

“来玉”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大山

的背后”。曾经的来玉村地处浅脑山

区，是一个农牧结合的村落。来玉村

山高路远，基础条件薄弱，行路难、吃

水难、上学难、就医难这“四难”成为困

扰当地群众的突出问题。

想起在山上居住的时光，青措有一

肚子辛酸：“以前没有交通工具，村民盖

房子的水泥、砖瓦都要靠毛驴驮上去。

在来玉，流传着一句俗话，‘水是借的、

奶是给的’，意味着水比牛奶贵，村民们

用水需要到大山深沟里用毛驴驮水，来

回一趟就要两小时。来玉村离尖扎滩

乡 40公里，离尖扎县要 60公里，加之路

不好，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更别提群

众就医和孩子上学了。”

昨日的来玉村一去不复返。2018
年，尖扎县委、县政府按照“山上问题，山

下解决”思路，在来玉村实施脱贫攻坚易

地搬迁措施，整村搬迁99户380人，先后

投入资金 2547 万元在新村址新建安置

住房，配套饮水、供电、硬化道路等，修建

村级综合办公服务中心。新建的广场、

公园、观景长廊、篮球场、儿童游乐园满

足了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综合办服务

中心内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

等，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搬迁后的来玉村距县城 6 公里，靠

着依山傍水的优势，打造起“黄河民宿

第一村”，形成“多业共生、多轮驱动”

五大特色产业，即旅游业、光伏产业、

民宿产业、采摘业、服装加工厂。来玉

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好路子，村

民就地实现就业增收致富的目标，生

产生活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黄河边的小村落真是名不

虚传，民宿小院融合了江南风情和藏

式风格，真得很特别！”来自浙江的游

客袁薇雯不时拿手机定格美好时刻。

徜徉在黄河之畔的民宿长廊，青山绿

水的黄河美景映入眼帘，耳边缓缓的

风夹带着鸟鸣，此番景象，好不惬意。

“第一次来尖扎，大家走到黄河边，

看到这番景象，都忍不住感叹‘黄河水

怎么这么清澈？这景色太美了！’在一

声声的赞美和感叹中，我们就决定了要

在来玉村发展民宿旅游产业。”黄河民

宿第一村总经理蒋琴玲笑意盈盈地说。

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政府

的积极引导，2021 年，来玉村民宿旅游

项目动工建设，2022年夏天正式开业。

“我们有 5 栋小别院，都要提前一

个星期预约，最有特色的三进院，要提

前 20 天预约。”蒋琴玲说，随着暑期旅

游黄金季的到来，民宿迎来入住小高

峰，预定的不仅有省内周边市县的游

客，还有浙江、江苏、北京等地游客。

黄河民宿第一村的打造也解决了

当地群众的收入问题。为帮助当地群

众就业，公司出资 50 万元，援助来玉村

10 户村民打造藏式农家院，旺季到来

时，吸纳周边村劳动力 30 人至 40 人，

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群众提供厨师、

服务员、导游等就业岗位。

行走在来玉村整齐的村舍巷道，

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安装了

7.8 千瓦光伏设备，按照“自发自用，余

电上网”的模式，光伏电板可以为村民

每户每年带来 4000 多元的收益，让村

民多了一份“阳光收入”。此外，黄河

沿岸的 9.2 公顷土地种满枣子、杏子、

桃子、李子等 10 多种果树，成片的经济

林成为来玉村发展的新引擎。

如今的来玉，多重产业并驾齐驱，

同向发力，乡村振兴的美景在黄河边

铺展开来。

五大产业勾勒来玉幸福图景

本报记者 王 晶

“谢谢香格里拉社区，特别感谢蒙

古族网格员乌兰莹卓，要是没有你们

的帮助和调解，我和李姐可能就闹僵

了。”6 月 28 日一大早，西宁市城中区

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拉社区蒙古族居

民才女士来到社区，送上写有“心系老

百姓，为民办实事”的锦旗。

5月下旬，家住香格里拉3期的才女

士发现楼上李阿姨家的洗手间渗水，给

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二人协商未果，就

赔偿问题发生纠纷。社区网格员乌兰莹

卓通过微信“邻里牵手群”得知此事后，

赶忙上门及时安抚才女士的情绪，并组

织双方当事人在社区调解室开展调解。

“额格其（蒙古语意为姐姐），我们坐下来

好好谈，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乌兰

莹卓利用语言优势变身“翻译官”，通过

不断地举例子、讲事实、摆依据，最终，双

方握手言和，由李阿姨赔偿才女士的经

济损失，矛盾纠纷得到温情化解。

“社区承载着人们对和谐人际关系

的美好期望。网格员既是邻里关系的

润滑剂，又是民事纠纷的调解员，作为

一名少数民族网格员，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拉近社区各族群众的感情，促进

大家团结融洽相处。”乌兰莹卓说。

成立“社区法律会诊站”、更换家庭

智能水电表、安装小区电梯、落实各民

族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优惠政策……

香格里拉社区从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着力

开展就业指导，主动提供法律服务，积

极开展各类帮扶，想方设法为辖区各族

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让关怀和温暖常伴身边。

青海三烧、藏式锅贴、手抓羊肉……

6月7日，香格里拉社区“民族一家亲”活

动现场，20多位汉、藏、撒拉等不同民族

群众欢聚一堂，各自端来热气腾腾、香气

扑鼻的拿手好菜，不一会儿，色香味俱全

的佳肴摆满饭桌。

“大伙儿尝尝这道油焖大虾，这可

是我新学的菜品，看看合胃口不？”“这

道百合酿虾滑造型太漂亮了，我要拍

照记录一下。”邻居们相坐一起感受这

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席间，大家共

同举杯，互祝端午安康，一阵阵欢声笑

语洋溢出浓浓的幸福温情。

“色宁，明天。色宁，明天……”周

末，社区活动室内传来整齐的诵读声，

社区民族团结第三党支部朝鲜族书记

李昌明正在给大家辅导。

今年71岁的李昌明通晓5种民族语

言，他结合实际，从日常的相互问候、基

本交流等方面开展口语教学，不断提升

辖区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听、

说、读、写”的能力。此外，他还从服饰、

饮食、节日等角度讲解各民族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倡导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尊

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

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受

李昌明的影响，正读小学 3 年级的小孙

女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民族语言，见到

藏族老人说“代冒”（藏语意为你好），与

蒙古族邻居打招呼说“他散拜闹”（蒙古

语意为你好），邻里相处十分融洽。

开设“民族语言交流班”、举办“民

族团结杯”象棋大赛、开展“唱红歌、颂

党恩、谈感悟、念初心”主题活动……香

格里拉社区紧抓宣传主线，组建一支由

15名志愿者组成的“民族团结宣传队”，

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民族

政策与法律法规、弘扬民族工作及民族

团结进步的典型事例等，促进各民族广

泛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持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香格里拉社区是一个多民族嵌居

式社区，居住着藏族、蒙古族、回族、满

族、土族等 11 个少数民族群众。近年

来，我们创新打造‘一推五带四结合’工

作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同平安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群

团一体化改革和邻里文化相结合，建立

‘群众呼叫+网格吹哨+部门响应’机

制，持续推进社区‘石榴籽家园’建设，

全面提升社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香格里拉社区党委书记赵丽介

绍。近年来，香格里拉社区荣获“青海

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青海省青

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点”“西宁

市社区石榴籽家园”等荣誉称号。

树高叶茂，系于根深。各族群众

亲如一家，同心共筑温馨家园……在

香格里拉社区，守望相助、邻里和谐的

幸福画面随处可见，民族团结互助之

花正在这片土地上绽放。

社区点滴事 各个暖人心

本报记者 王煜鹏

7 月 1 日 8 时 25 分，从西宁开往门

源的 D2741 次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火车

站。

当列车经过达坂山隧道，从俄博

山隧道驶出时，车上乘客激动地喊出

声，“快看，油菜花！”这时，大家纷纷望

向窗外，只见清晨阳光下金灿灿的油

菜花田分外美丽。

从西宁到门源，150 公里的距离由

原来的 3 小时缩短至 38 分钟，“不用再

翻越达坂山，出行办事方便太多了。”

前往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参 加 业 务 交 流 的 高 女 士 下 车 时 感 慨

道。

今年是兰新高铁线路运行的第 10
年。兰新高铁东起甘肃兰州，经青海

西宁、甘肃张掖、嘉峪关，终至新疆乌

鲁木齐，线路全长 1786 公里，青海省境

内 267 公里，途经海东市、西宁市、海北

州，管辖 7个车站，其中就包括门源站。

“现在坐高铁方便多了，想抓紧带

孩子在暑假走一趟兰新线，看看祖国

的大好河山，没想到在门源就看到了

这么美的油菜花田。”来自兰州的游客

王华说。

虽然门源站是兰新高铁上的一个

普通小站，但跨入到高铁时代的这十

年，对于青藏集团公司门源站副站长

林松保来说，足以见证这座小城旺盛

的“生命力”。

当一望无垠的金色海洋与湛蓝的

天际相连，油菜花镶嵌浩门河两岸，北

依祁连山，南邻达坂山，繁花一片。“每

年这时候，门源最美，我们最忙。”林松

保笑着说。

一条路带火一座城。络绎不绝的

游客，让门源站成为热门车站。从林

松保的介绍中得知，油菜花盛开期间，

车站单日旅客发送创下过 8444 人次的

最高纪录。“今天是暑运第一天，乘上

动车到门源看油菜花海的游客会陆续

增多，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努力为旅客

平安有序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

靠保障。”

兰新高铁开通以来，青海段累计

发送旅客达到 3196.09 万人次。兰新

高铁的开通运营，也让高原铁路迈上

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青藏集团公司

相继开通了兰州、西安、成都、重庆、银

川、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的直

达动车组列车。目前，西宁站开往全

国各地的直达列车已达 84.5 对，覆盖

27 个省会城市，通达率达 90.3%，进一

步缩短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内地的时空

距离。

依托兰新高铁，门源县的旅游如

雨后春笋蓬勃而起，百里油菜花海、岗

什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

旅游景区更具影响力，文旅活力持续

释放。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干部安

玲介绍，2013 年门源县接待游客 130 万

人次，2023 年游客达 200.38 万人次，增

长了 1.5倍。

来旅游的人多了，发展机遇自然

更多。37 岁的李宁是门源县的文旅大

咖 ，大 学 毕 业 后 ，凭 借 敏 锐 的 商 业 嗅

觉，他便选择回乡创业。

照璧山是门源县久负盛名的一个

景区，站在山顶尽揽门源县全貌，可以

环视莽莽祁连雪景，饱览万亩油菜花

海，也是看日出、观夕阳、望云海的绝

佳位置。短短几年，在李宁和团队的

打造下，景区迅速成为众多游客心向

往之的旅游打卡地。“我们正在推进二

期工程建设，有兰新高铁加持，我们对

景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李宁说。

一列列高铁让游客抵达“诗和远

方”的路不再遥远，青藏集团公司客货

管理部副主任李葭说：“为更好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每天途经门源方向的动车

达到5对，同时在周末和节假日，增加高

峰线，以实现便捷的一日游模式。”

高铁飞驰，
“诗和远方”不再遥远

各族群众欢度端午。 西宁市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 供图

D2741列车抵达门源站。 本报记者 王煜鹏 摄

最美花海铁路成为高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列车穿行在高原花海中的最美铁路。

金色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