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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振东 董志勇

小高陵的第一次转变始于一场山

洪……

地处湟源县青藏公路 109 国道沿

线，总面积 12.5 平方公里，海拔 2600 至

3200 米，年降雨量只有 350 毫米至 400
毫米的小高陵，曾是一个地薄水缺、植被

稀疏、风沙肆虐、灾害频发的穷山村。

1956 年，一场山洪冲毁了小高陵

后山罗尔干阳坡上开春新栽的树苗和

庄稼，也动摇了村民开山造林的信心。

“天上掉财也不富命穷的人，先人

都弄不成的事儿咱能成？”大半年的辛

苦毁于一旦，村里首任村党支部书记

陈世元不信邪：“山顶上两棵老树长得

枝繁叶茂，凭啥其他地方就不行嘞？”

一定有规律！

原来，两棵树紧靠山顶一座庙，庙

沿流下的水在树下冲出两个小坑，坑

里的积水时时滋养着两棵树。

从两棵树受到启发，小高陵人渐

渐摸索出“分层治山、从上而下治水”

的“三板斧”：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山顶，

挖 水 平 沟 ，截 流 分 洪 ；山 坡 上 挖 鱼 鳞

坑，蓄水植树；在山脚的缓坡地带，修

建外高里低的窄式梯田种粮食。

自此，小高陵人掀起了一场轰轰

烈烈治山治水的攻坚战……

王金龙，小高陵村党总支部委员

会第一支部书记，也是村里第二任党

支部书记王生珍的儿子。

儿时记忆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

扛着一把锹，忙碌在山沟沟里。

12 岁，王金龙第一次参加山上的

劳动，拿着比自己还高的铁锨，吃力地

挖着树坑，黑刺、柠条上的刺扎得满手

都是血痕。

“那时候，全村都在山上劳动，不

论老幼，大家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王金龙回忆，那时候村里的大锅饭是

“早上汤、中午光、晚上清汤见月光”，

即便如此，在上千亩梯田上，小高陵人

用一双双手一铁锨一铁锨、一背篼一

背篼，让三条沟、八座山、十五面坡旧

貌换新颜。

奋战七年，开垦梯田 480 公顷、四

旁植树 16 万株，78%的水土流失面积

得以治理，全村人均有了两亩以上的

旱涝保收田。

回忆往昔，王金龙总会想起父亲

常说的那句话，“林子是小高陵村最大

的财富，也是全村最大的荣誉。”

王 生 珍 1958 年 到 1962 年 期 间 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1958 年曾代表小高

陵村前往北京接受国务院嘉奖。

上世纪7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科教片《治山造林保水土》里记录了

小高陵人民垦荒造林的真实情况——

“青海高原风光好，日月山下红旗飘。人

如海，歌如潮，挥银锄，志气豪。”

这是一幅英雄群像，展现了小高陵

人对理想事业的坚定与忠诚，随着歌声

回荡在小高陵山间的，正是小高陵人不

畏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据统计，到上世纪 70年代末，小高

陵村累计开挖近 22 万个鱼鳞坑，植树

4.5 万株，开垦梯田 293.3 公顷，近八成

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控制，生态恶化趋

势得到根本扭转。

如今，站在罗尔干山顶，两棵老树

依旧枝繁叶茂，昔日的荒山早已青翠

掩映，层层梯田依山阵列……

小高陵这三个字已不仅仅指代一

个地名，更代表着高原儿女怀着对自

然的敬畏，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这股

精神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

“两路”精神一脉传承。

悠悠岁月，站在时代前沿，小高陵人

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每一次抉择、奋进

和蜕变，都是对初心的追寻与重温。

山头绿了，心头的“红”永不褪色。

2018 年 9 月，小高陵红色旅游教

育培训基地正式开门迎客。

河湟建筑风格的宿舍、分组讨论

室、多功能教室，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

小高陵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年代。

“这里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有

4 个讨论区、1 个展馆、1 个多功能教室

和 800 平方米的宿舍，以及土地认筹体

验区。”从培训基地讲解员龙卓玛口中

得知，学员培训之余，还能通过土地认

筹的方式身体力行感受红色精神。

随着培训班越办越多，同红色精

神一起深入人心的还有小高陵独特的

梯田景观，乡村旅游由此渐渐火热起

来……

青山为证，在奔向“两个一百年”

梦想的过程中，小高陵仍旧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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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西藏日报社负责人表示，这次联合

采访，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次

重要实践。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

各省级党报之间的沟通互动，在内容共

创、平台搭建、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产

业合作、营销活动等方面深化交流合

作。

联合采访活动在川藏青藏公路纪

念碑前举行授旗仪式，两个采访组同步

开展采访工作。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西藏日报社、四川日报

社、青海日报社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

仪式。

另据川观新闻报道：8 月 6 日，四川

日报全媒体献礼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大

型策划——“向云端——寻路川藏线上

的中国”大型行走调研报道出征仪式

在成都川藏公路博物馆举行。此次报

道由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指导，四川日

报社联动西藏日报社、青海日报社共

同开展。来自四川交通运输战线、西

藏自治区驻成都机构、四川日报社、西

藏日报社、青海日报社等单位近百人出

席本次出征仪式。

纪念“两路”建成通车70周年
大型融媒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臻） 8 月 6 日，根

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

前，我省农机总动力达到 517.8万千瓦，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69.18%，与全国差距逐步缩小，预计将

提前一年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去年以来，我省支持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各类农机具 9613 万

台 ， 大 中 型 拖 拉 机 、 谷 物 联 合 收 割

机、马铃薯收获机、饲料 （草） 收获

及加工机械设备等机械大幅增加，农

机装备更新换代加速，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政策效应不断显现。截至 2023
年底，全省小麦 （含青稞）、油菜、马

铃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再创新高，

分 别 达 到 86.67%、 75.64%、 64.63%，

其中油菜综合机械化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近 10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省将围绕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聚焦农机装备

补短版，突出小麦（青稞）、油菜、马铃薯

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机收减

损，支持引进、改进、研发、推广和应用

适宜地方农牧业生产的农机装备，不断

加大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为

有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增添更多

新质生产力。

青海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69.18%

本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8 月 6
日，由大陆希望集团投资 52亿元的盐湖

产业绿色高端新材料暨氢能综合利用

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

市 清 洁 能 源 和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园 启 动 。

该项目落户德令哈市对加快延伸海西

盐湖化工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构建

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盐湖

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拥有丰

富的矿物资源，特别是庞大的盐湖资源

储量，为盐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近年来，海西州积极响应国家

绿色低碳发展战略，通过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盐湖产业绿色发展

铺设了坚实道路。此次大陆希望集团

在德令哈市投资建设盐湖产业绿色高

端新材料暨氢能综合利用项目，不仅是

海西州主动参与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产业技术优

势与盐湖资源优势强强联合的具体实

践。

据了解，该项目涵盖氯酸钠、高氯酸

钾、高氯酸钠、高氯酸铵、亚氯酸钠、液氨

等产品50万吨及配套的氢能综合利用建

设。项目所采用的联合生产线技术在国

内属首创，能够同时实现上述产品的生产

和副产物的综合循环利用，将形成一条高

效、环保、循环完整的绿色生产链条。项

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51亿元，提

供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

盐湖产业绿色高端新材料暨
氢能综合利用项目落户德令哈

本报海东讯（记者 谢梦茹） 8 月

6 日，由中铁三局承建的西宁至成都铁

路沈家村 1 号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西

成铁路建设取得节点性突破，为铁路全

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于海东市平安区境内的沈家村

1 号隧道，全长 705 米，地形起伏较大、

冲沟发育，围岩级别均为 V 级，开挖岩

土湿陷等级严重，施工难度大。

“自开工以来，我们采用新设备、新

技术来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

隧道早日贯通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隧

道施工中采用悬臂掘进机、可伸缩仰拱

栈桥、智能化二衬台车等大型机械设

备，有效提高隧道施工质量，缩短施工

工期。”中铁三局西成铁路项目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沈家村 1 号隧道从进场

至顺利贯通，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

针，依托建设单位、监理单位、项目

部对隧道施工的安全管理要求，提高

作 业 人 员 的 安 全 意 识 ， 遵 循 “ 管 超

前、严注浆、短进尺、强支护、快封

闭、勤量测”隧道施工原则，积极打

造良好的安全施工生产环境。

西成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纵向主通道兰（西）广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

利沿线各族群众出行，对加强兰(州)西
(宁) 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交流、“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联系、贯

彻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成铁路沈家村1号隧道顺利贯通

本报格尔木讯 （记者 陈贇业）
“市里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全力打造教

育专区，科学配置公共资源，统一基础

设施标准，使中小学、幼儿园校舍、教学

设施、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后勤保障设

施集中摆布，让共享资源‘活起来’‘动

起来’，实现‘教育资源’齐聚焦、‘幼小

初高’全覆盖，推动义务教育实现优质

均衡发展。”8 月 6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茫崖市教育局副局长丁霄在介

绍教育专区建设时说。

据了解，为实现茫崖教育现代化发展

目标，彻底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布局不合

理、办学规模小、校园条件差等问题，茫崖

市委、市政府以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

规模效益为目标，按照“集中规划、集中布

局、集中建设、集中发展”原则，精心打造

茫崖市教育专区。教育专区位于花土沟

镇中心区域，占地面积 292 亩（19.47 公

顷），先后投入资金2.3亿元，设置中学、小

学、幼儿园、户外活动、教育服务五大板

块，建设集生态化、现代化、信息化、园林

化为一体的教育教学场地，旨在推动公共

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充分共享、科学调

配、动态融通，全面提升茫崖市办学水平。

近年来，茫崖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理念，持续加大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力

度，全力推动教育专区项目建设，全市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

茫 崖

全力打造教育专区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21 年 7 月 西 宁
阿特斯“年产10GW单
晶拉棒”项目开工建设
以来，一期二期项目均
已建成达产。目前已
形成年产 10GW 单晶
拉棒生产能力。这是
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
在作业（7月27日摄）。

本报记者 祁国
彪 摄

西宁阿特斯已形成年产西宁阿特斯已形成年产1010GWGW单晶拉棒生产能力单晶拉棒生产能力

悬臂掘进机。 中铁三局西成铁路13标项目经理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