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越
通讯员 卢国霞 孙豪杰）近日，海北
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通过建立人工智
能平台，推进普氏原羚智慧生态监测
项目建设，以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
支撑起野生动物保护新架构。

刚察县哈尔盖地区是普氏原羚
种群栖息繁衍的聚集地。20年前，当
地普氏原羚数量只有 300 余只，为保
护普氏原羚，2007 年，国家首个普氏
原羚专属保护区——青海湖普氏原
羚特护区在哈尔盖地区成立。2009
年 9 月，刚察县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
区保护站挂牌，2017 年 7 月，哈尔盖

镇被授予“中国普氏原羚之乡”称
号。在刚察县各部门多年的保护下，
到去年年底，监测到的普氏原羚数量
已恢复至 3000 余只。普氏原羚智慧
生态监测项目建成后，又将给普氏原
羚加上一把“保护锁”。

普氏原羚智慧生态监测项目可
实时检测、识别亿像素阵列摄像机监
视范围内的普氏原羚、鸟类等，并对
系统识别出来的生物进行数量统计，
准确掌握普氏原羚及其他珍稀动物
的种群数量、迁徙特性、生活习性等，
且能实时发出入侵警告。

据了解，普氏原羚智慧生态监测

项目总投资 130.2 万元，基于计算摄
像学技术，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虚
拟现实等智慧化手段，打造一套管理
数字化、服务协同化、资源配置最优
化的智慧生态监测系统，致力于提高
生态保护区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立
体化水平，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
和保护区智慧化运行，促进保护区健
康可持续发展。

刚察县将同时利用生态观测区
及周边全场景、超高清、立体化感知
和生物多样性识别监测等手段，保护
刚察生态环境，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创建工作。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
越）5 月 24 日，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获悉，当地依托

“飞地经济”新模式，实现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门源县按照“平台共建、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思路，探索发
展“产业+资金+项目”的“飞地经济”
新模式，整合畜牧业、拉面产业等资
源要素，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利益
分配等合作和协调机制，激发产业发
展新动能。

门源县采用“飞地经济”模式，在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发展养殖产

业，利用张掖等地棚圈场地开阔、机
械化程度高、气候优良等优势条件，
统筹得天独厚的畜牧资源禀赋，整合
资源要素，加强优势互补，做好项目
洽谈、协调配合等工作，通过发展“飞
地经济”，为当地群众提供就近就业
机会，实现人员、资金与信息优势互
补，促进畜牧产业链循环发展，带动
双方集体经济发展，促进“飞出地”和

“飞入地”互利共赢。
门源县以促就业、育产业作为目

标任务，以拉面产业发展为有效载体，
实现拉面经济助力“飞地经济”发展，
培育“飞地经济”增长新引擎，通过拉

面+创业培训、落实优惠政策、成立行
业协会等举措，推动拉面经济提档升
级。目前，门源县拉面经济行业从业
人员覆盖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 31
个省市，从事拉面经营 493户，从业人
员达 1324人，户均收入 15万元以上。

门源县为发展“飞地经济”企业
做好登记注册、核准备案、协调服务
等工作，加强政策扶持和保障，推动

“飞出地”项目落实，将“飞地”引出的
项目与全县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和资
源条件相结合，重点围绕畜牧养殖
业、文旅产业等，持续拓展“飞地经
济”发展空间。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越 通讯
员 祁小艳）为解决残障人士出行难、如厕
难、洗澡难等生活困难，2022 年，海北藏族
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为
100户残障人士量身定制无障碍设施，目前
已全部完成。

前期，门源县残联组织各乡镇社区的
残障人士专职委员参加无障碍改造业务培
训。通过乡镇专委入户摸排筛选，门源县
确定为 100 户困难重度残障人士家庭实施
无障碍改造项目。

门源县残联综合考虑残障人士的残
障类别、程度、特点、需求、住房条件等因
素，根据他们的个性化需求，采取一人一
策、科学评估、精准服务、量身定制的形
式，共实施坡道项目 7 户，室外护栏 8 户，
室内扶手 1 户，提供防褥疮床垫 7 套、全
自动电动护理床 13 套、热水器 25 台，共投
入资金 59 万元。

项目实施完成后，门源县各乡镇、县残
联、施工方组成联合验收领导小组完成无
障碍改造工作验收，逐户核查项目完成情
况和质量情况，重点核查残障人士家庭的
需求内容是否发放到位、安装完成，服务质
量是否确保，详细询问残障人士及其家庭
成员对改造设施的使用评价，改进工作中
的不足，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门源县为残障人士

定制无障碍设施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越
摄影报道）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祁
连县发布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
产品。

这批文创产品将“天境祁连”独
有的生态自然资源及草原文化、祁连
山文化、丝路文化、黑河文化结合新
时代艺术创作研发推广，让游客通过
文创产品了解祁连文化，彰显祁连文
创魅力，带动祁连文旅购物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在“ 祁 连 有 礼 乐 享 游 趣 ”祁 之
恋系列文创产品发布会现场，萌憨
可爱的藏狐毛绒玩具，色彩鲜艳的
丝巾，祁连山植物花卉元素抱枕等
文 创 产 品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 祁 连 县
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钟春林说：

“3 年 前 ，我 们 就 着 手 开 发 设 计 这
批文创产品，经过前期调研，与合
作方反复沟通、优化设计方案，以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敢
为人先为创作主基调，传承、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从
诗中的远方天境祁连、黑河峡谷、
民族团结、物华天宝、草原牧场、雪
线冰川等方向选题开发，最终设计
制作出藏狐毛绒玩具、手办摆件、
冰箱贴、抱枕、丝巾等 13 类 87 款文
创产品，满足全域旅游优质文化产
品消费需求。”

在 这 批 文 创 产 品 中 ，以 祁 连
山 地 域 代 表 性 野 生 动 物 藏 狐 为 原
型 衍 生 创 意 设 计 的 毛 绒 玩 具 ——
藏 狐 吉 祥 物 受 到 大 家 的 青 睐 。 设
计 结 合 藏 狐 特 有 的 大 方 脸 和 小 而
窄 的 眼 睛 ，向 两 边 外 翻 的 耳 朵 ，

脖 子 部 分 的 毛 和 胸 前 心 形 花 纹 与
身 体 颜 色 不 同 的 黄 色 四 肢 ，灰 色
短 而 大 的 尾 巴 ，以 及 憨 憨 表 情 等
趣 味 无 穷 的 特 点 ，惟 妙 惟 肖 地 刻
画 出 了 祁 连 山 大 草 原 可 爱 小 卫 士
的形象。

冰箱贴以祁连山、祁连山下好牧
场、黑河环流等为背景，描绘出祁连的
生态美好、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节会多
样、自然人文景观众多，以及人民生活
的美好幸福。原创书签以绿色为主基
调，清新脱俗更具自然之美……每款
文创产品都带有祁连特色元素，让人

爱不释手。
钟春林介绍，祁连县系列文创

产品强调历史传统文化游、草原风
情游、地方特色游 3 大主题，突出家
庭游、研学游、亲子游，设计师以现
代、时尚、青春的生活美学理念，独
特的创意、工艺和呈现方式，为国
内外游客提供有观赏性、能体验、
可收藏、有品位、实用性强的新型
文创产品。

据了解，目前这批文创产品已在
祁连县峨堡镇游客集散中心和天境
印象街祁连文创专卖店开售。

观赏性和实用性兼备

“祁之恋”系列文创产品亮相

做工精美的藏狐毛绒玩具做工精美的藏狐毛绒玩具。。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越）5月 25
日，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州获悉，自开展全
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以
来，海北州围绕打造国家级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示范城市为目标，优化养老服务发
展环境，完善社区“一刻钟”养老生活圈，建
设“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海北州开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
服务工作、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农牧
区困难失能老人代养服务，通过线上线下
相融合，整合家政餐饮、助洁助浴、健康医
疗、出行陪护、代缴代购等资源，形成便捷
高效的吃、住、医、行等全方位养老服务网
络，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海北州实
施老年人助餐工程，将老年人助餐纳入全
州民生实事工程中，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运营 14个老年人“幸福食堂”，对辖
区老年人，特别是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助
餐、送餐活动。

应用共享智能康复辅具、适老化设备
设施，健康监测穿戴设备等信息化、现代化
设备，海北州为老年人提供更多个性化定
制服务，成功申报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能力提升试点项目，落实中央试点
资金 175 万元，开展 172 户困难失能老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和 441 人的居家上门服务。
运用适老化、智能化设备，海北州配备居家
上门专业服务人员，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截至目前，海北
州累计投入 7128 万元，服务老人 8761 人，
服务次数达 30万人次。

海北州还投资 900 万元建成海北州养
老服务综合监管信息平台，采取州、县、乡、
村（社区）四级运营模式，链接各类养老服
务资源，采集并持续更新老年人基础数据、
体检健康等数据，实现老年人信息动态实
时管理与分析。

海北州完善服务体系

优化养老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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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智慧生态监测项目

刚察支撑起野生动物保护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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