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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学骑着骏马走到一处小山坡上
远望，眼前的小镇尽收眼底，这里是果
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青珍乡，卡学生活
工作了 18年的地方。

她的身后还跟着十几匹骏马。马
背上骑着的都是女性，穿着统一的玫粉
色马甲，拿着彩旗，个个英姿飒爽。一
阵风吹过，一面彩旗被风掀起，“巾帼马
背志愿宣讲服务队”几个大字格外醒
目。

在海拔 4000多米的青珍乡，提起这
支巾帼马背志愿宣讲服务队，群众都会
说一个字：“飒！”或在蓝天白云下、或在
暴风骤雨中，这支马背上的“巾帼宣讲
队”，策马扬鞭活跃在青珍草原上，带着
党的声音进村入户，群众都见惯了这样
的场面。

4 月中旬，青珍乡时不时还会飘雪
花。顾不得下雪，卡学集合宣讲队员，
骑着马向着青珍乡青珍村出发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希望能在关键
时刻为大家提供法律帮助……”在青
珍河附近，前来听宣讲的妇女们席地
而坐，认真听着宣讲队员宣讲，不时还
和旁边的人小声交流几句。宣讲结束
后，饶有兴致的妇女们还组织了一场
赛马会。

群众在哪里，“巾帼宣讲队”的身影
就延伸到哪里。说起这支宣讲队，就不
得不说卡学。2010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
大学的卡学在青珍乡中心卫生院当过
全科医生，也在青珍乡直合麻村做过扶
贫驻村干部。如今她是青珍乡妇联主
席，兼乡司法所所长。

为什么会想到组建一支马背女子
宣讲队？这还要从 2017 年卡学参加的
一次宣讲活动说起。“当时，我发现所有
宣讲队员和来听宣讲的群众都是男同
志，没有女同志。在开展矛盾纠纷调解
或妇女维权方面的工作时，很多妇女不
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时，我就

想着组建一支以女性为主的宣讲队，以
唠家常的形式去走访了解妇女的生活
日常。”卡学回忆。

宣讲队组建初期，没有马，没有宣
讲队员，卡学还要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声
音。但她没有就此放弃，没有马就借
马，没有队员就动员做思想工作。就这
样，一支结合理论政策宣讲和司法服务
项目，以妇女和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果洛州首个“巾帼马背志愿服务宣讲
队”组建起来。

从 医 疗 养 老 到 党 的 一 系 列 惠 民
政策、从妇女权益维护到家风家教家
训、从民族团结到乡村振兴，巾帼马
背志愿服务宣讲队的足迹遍布了青
珍草原。宣讲时，队员们还会及时将
妇女的各种需求反馈给乡党委政府，
协调解决。2021 年，宣讲队荣获青海
省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022 年，获得
果洛州妇联“三八红旗”集体的荣誉
称号。

对于宣讲队取得的成绩，卡学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香满园”来
形容。她说，用群众话来说群众事，让
妇女更好地帮助妇女是宣讲队成立的
意义。向着这个目标，巾帼马背志愿宣
讲服务队将继续驰骋在草原，诠释新时
代高原女性的时代风采。

青珍草原有支“巾帼马背宣讲队”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一家乳制品企业如何在当地沉
下来联动牧户，又如何走出去开拓市
场？这是一份来自果洛藏族自治州
青海藏源牧业有限公司的答卷：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以务实行动探索产业
发展方向，带动群众致富，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4 月 初 ，在 广 东 深 圳 的 一 家 超
市内，王君如正和团队调研当地酸
奶的消费情况。作为青海藏源牧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这样的市场调
研对于她来说很频繁。2018 年，王
君如从上海到青海投资创业，在果
洛开办了青海藏源牧业有限公司，
如今已成为果洛州规模最大的酸
奶生产企业。如何把来自青藏高
原的好产品推到一线城市的消费
市场？一个月来，王君如忙着在各
地进超市、跑市场，寻找经销商洽
谈合作。

“通过走访经销商，我们发现青

海绿色有机的高端农牧产品很受一
线城市的消费者欢迎。同时，经销商
对产品的品类和规格也提出了要求，
进一步丰富产品的多样性和包装性，
是我们今年努力的方向。”王君如
说。

得益于果洛州得天独厚的生态
自然环境，生产于纯天然、无污染环
境下的乳制品是企业的“加分项”，
但对企业而言，产品最终是要经受市
场检验的。近几年，藏源牧业的销售
团队足迹遍布全国 10 余个省区，产
品的竞争力也在不断探索中得以提
升。

“企业每个月收购奶源在 70 吨
到 100 吨，产品销量在稳步增长。”
青海藏源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尼拉介绍。对藏源牧业来讲，立足
高海拔地区，企业还要承担带动本
地畜牧产业提质升级，促进牧民群
众就业，推动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示范性作用。目前，工厂聘用
的工作人员有 20 人，包括一些大学
毕业生和当地牧民，平均月收入在
5000 元左右。

自 2023 年 10 月份以来，藏源牧
业乳制品产量累计超过 200吨，巴氏
杀菌奶、酸奶两大类共 5种产品成功
进入了上海、四川、河南、广东等 8个
省市的商超，主打的“阿咪仙巴”品
牌影响力不断扩大。今年，企业还将
完成二期厂房的建设，产能将进一步
提升。

近年来，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为目标，果洛州持续推动牦
牛乳产业提质升级。今年 1 月，《果
洛州生牦牛乳》团体标准发布，进一
步促进了果洛牦牛奶产业走向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为生产高品质
的牦牛奶产品建立了规范，对促进果
洛牦牛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
撑。

务实行动谋发展 带动群众齐致富

这家乳制品企业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通讯员 亦然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琴）

近日，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民族中学继
“青海省美育示范基地”成功挂牌之后，
又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民族
大学艺术学院深度合作，在校内相继挂
牌“青海师范大学实习基地”“青海师范
大学艺术实践基地”“青海民族大学艺术
实习基地”。

挂牌活动由上海音乐学院、青海省
音乐家协会与上海援青“组团式”帮扶专
家人才团队牵头，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合作，共同
助力果洛州乡村振兴和美育教育。

上海市虹口区“组团式”帮扶援青
专家、果洛州大武民族中学校长柳毅
介绍，在上海音乐学院和青海省音协
牵线搭桥下，两所高校在大武民族中
学挂牌艺术实践基地。高校每年将派
驻 12 名专业老师为当地艺术特长生开
展教育辅导。作为青海省美育示范学
校之一，大武民族中学将与果洛州教
育系统其他各校开放共享沪青美育优
质教育资源。

近年来，果洛州积极搭建学生接触
高雅艺术、提升艺术素养的平台，促使广
大学生深入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艺术精
髓，不断提高思想修养、提升精神境界。

挂牌当日，果洛州教育局还与青海
师范大学签署了顶岗支教实习协议书，
果洛州大武民族中学与青海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及青海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签署合
作协议书，并就下一步培养计划作深入
交流。

“作为上海市虹口区‘组团式’教育
帮扶团队，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善用果
洛学子的优势，将音乐、舞蹈、绘画等特
长充分发挥出来。此次沪青两地美育领
域的创新合作，正是以大手牵小手的形
式，助力果洛学子圆梦，为共同传承和发
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柳毅
说。

果洛学子共享
优质美育教育资源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予
琴）4 月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与
荒芜别离，与生机邂逅，高原大地春
意盎然。近日，班玛县江日堂乡一
年一度的春耕仪式在阿什羌村举
行。

对于江日堂乡的农牧民来说，开
耕仪式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节日。
现场，阿什羌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
手捧洁白哈达，聚集在田间地头载歌
载舞，共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一阵袅袅桑烟升起后，身穿传统

民族服饰的男子们排成一列，拿着青
稞种子一边走一边播撒。身后，装饰
好的耕牛在主人的牵引下缓缓开犁，
将一粒粒孕育着希望的种子深深埋
进土壤里，一旁的妇女们则拿着榔头
平地，原生态农耕文化在班玛土地上
尽情展现。

随着轰隆声响起，一排“东方红”
现代化农机开始工作。在农机手熟
练的操作下，农机变成灵巧的耕地帮
手，来回穿梭间，板结的地块瞬间被
翻得蓬松。

“举行春耕仪式既是祈求风调雨
顺，也希望能有个好收成。去年，我
们家黑青稞产量达到 500公斤，比往
年都高，这都得益于政府发的黑青稞
种子质量好，今年我相信收成肯定不
会差。”阿什羌村村民加诺说。

耕一方良田，守天下粮仓。近年
来，班玛县江日堂乡高度重视“三农”
工作，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
置，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特色
化、差异化、多样化推动农村业态更
加丰富，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江日堂乡传统开耕仪式举行

妇女们席地而坐，听马背宣讲队队员宣讲。西海全媒体记者 史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