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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扎西东智） 近日，我州歌手参
加由文化部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共甘南州委、
甘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院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委员会、甘南州文化旅游发展
委员会、央坚玛（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甘南州电
视台承办的《圆梦中华——唱响天籁》2015 首届少
数民族原生态民歌展演甘南大赛全国总决赛。

本次大赛先后在西藏拉萨、四川阿坝、云南香格
里拉、青海、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呼和浩特、甘肃甘
南七个地区举办预、复赛，1000多名选手经过层层筛
选，最终125名选手进入了总决赛。大赛经过三天激
烈的角逐，我州歌手增太才让脱颖而出，征服了现场
评委和观众，获得《圆梦中华——唱响天籁》2015首届
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展演甘南大赛一等奖；本措获得
二等奖；尕藏、夏吾太获得最佳演唱奖，斗拉本、李措
吉获最佳表演奖，才让贡保获最佳传承奖，杨秀加、西
加东智、李毛措、华毛三人分别获得优秀奖。

增太才让获《圆梦中华 唱响天籁》甘南大赛大奖

图为我州获奖选手合影图为我州获奖选手合影。。扎西东智扎西东智摄摄

本报讯 河南县2015年十项民生工程取得实效。一是水利
工程。投资524万元，实施了南旗村、托叶玛村及达参、香扎、曲
格三座寺院饮水工程；投资1426.86万元，实施了藏区特殊原因
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 5381 人、8.6 万头（只、匹）牲畜的饮水安
全问题；二是供电工程：投资203.18万元，完成拉卡寺、曲格寺、
达参寺电网增容改造工程。投资425.3万元的多松乡夏日达哇
村10kV线路延伸工程总可研报告已完成，计划于2016年实施；
三是交通工程。年内投资 3365.79 万元建设村级油路 11 条，其
中：新建 9 条、续建 2 条，总里程 112.193 公里；投资 1500 万元建
设村级砂路4条，总里程150公里；投资341万元，建设农村公路
配套桥梁5座，总长度159.262米；四是生态工程。投资119万元
安装招鹰架 932 座、鹰巢架 233 个；投资 900 万元实施了三江源
二期6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项目，目前作业设计已通过审查；总
投资5019.2万元的畜棚工程已开工建设，顶棚材料已进入招投
标阶段；五是林业工程。投资369万元分别在柯生乡次汗苏村、
尖克村双鱼湖及托叶玛乡曲龙村实施封山育林工作，封育总规
模达到51200亩。投资254万元，实施了优干宁镇阿木乎村6个
湿地板块保护项目，保护湿地面积10万亩；六是教育工程。 年
内中小学公用经费下达615.3万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
育公用经费4.2万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467.3万元，提
标资金 143.8 万元；累积改造 D 级教学用危房 247 平方米；七是
民生工程。投资450万元的河南县殡仪馆项目于10月底交付验
收；投资435万元的赛尔龙乡敬老院将于明年8月交付；八是通
讯工程。投资514万元，实施了县城及各乡镇光纤接入工程，安
装 4G 传输设备基站共计 55 个，太阳能站 2 座，铺设通信光缆
210公里；九是文化工程。为5个乡镇、11个村配发了价值15万
元的文体设备和体育健身器材；年内全县组织大小型文艺演出
近60场，县博物馆自开馆至今累积接待参观者10万人次，县文化
图书馆自2014年底至今累计接待各类读者共5660人（次）；十是
就业工程。完成38名公务员、50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9名中小
学教师、31名医护人员、190名草原管护员招录工作，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293人，完成高校毕业生就业154名，就业率达到87.5%。

河南县十项
民生工程惠百姓

本报讯 近年来，我州加强与青海大学的科
技合作，利用青海大学人才技术优势和科研成
果，选择适合黄南浅山地区种植，市场前景好的
药材品种进行种植取得良好成效。截至目前，
累积投入资金 203 万元，种植黄芪、党参、当归
等中药材500亩，建立种苗繁育基地20亩，成立
了中藏药种植专业合作社，实现年产值 186 万
元，纯收入86万元。

我州中藏药材
种植前景良好 本报讯 近年来，黄南州依托独特的气候和水资源优势，把冷水

鱼养殖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重点培育，通过项目拉动、
政策扶持、典型引导等方式，冷水鱼养殖已形成规模。截至目前，全
州冷水鱼养殖场达到10个（其中，农民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7家），各
类规格养殖网箱共430个、5.3万平方米，养殖品种12种，网箱养殖总
数137万尾，水产保有量达960吨；注册涉渔产品商标5家，获国家A
级绿色食品证书的产品4种，正在申报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3种，
经农业部认定的水产品健康养殖示范场6 家，正在筹建的水产品加
工厂有 3 家。预计 2015 年全年水产养殖总投资将达到 8000 万元以
上，2015 年至 2016 年水产品产量将突破 1000 吨，可带动当地 500 多
名农牧民就业，人均年增收可达3万元以上。

黄南冷水鱼养殖极具规模

蔬菜种植对于农区的农
民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而
对于世代放牧的牧民来说无
疑是一场不小的生产变革，
位于泽库县宁秀乡尕日当村的牧民们正处
在这样的变革中，并将从中受益。

走进大棚，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位于
泽库县宁秀乡尕日当村的蔬菜大棚里种植
着青椒、番茄、黄瓜及西葫芦等各类蔬菜，
放眼望去，大棚里的青椒已经暂露头角，叶
子也非常油亮，目前各类蔬菜长势良好，并
将在2016年春季上市。

据了解，宁秀乡地势平坦、降水量少，
蒸发量大，属高原大陆性气候，雨热同季，
寒冷期长，温凉期短，光照充足，“独特的小
气候”种植蔬菜在青海高海拔地区来说确
实不易。

正在大棚内锄草的村民说：“刚开始的
时候，我们有些担心，因为祖辈都是放牧
的，从来没有干过这些事情，也不知到行不
行，在县乡领导和农技人员的帮助下，我们
种下去的蔬菜长势越来越好，并且上市后
大家能吃到我们高海拔地区的绿色蔬菜，
心里真是太高兴了。”

尕日当村牧民纯收入 3923.3 元，是泽
库县牧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较低的贫困村，
为了拓宽牧民群众单一的生产方式，早日
摆脱贫困，尕日当村牧民们按照“自愿组
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集体积
累、自主支配“的原则，组建了噢山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该项目以
弘扬地域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尤其是挖掘丰富的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高原有机、绿

色、生态、无公害蔬菜为主，以实现全同共
同致富为宗旨，并聘请省州农业技术专家
实地指导培训，不断发展多元化经济，力争
生产高质量、无污染的绿色蔬菜，丰富当地
的菜市场。

近年来，宁秀乡政府以保证和改善民
生为根本出发点，瞄准贫困群体，紧紧围绕
加快推进和实现泽库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
标，利用区位优势，加强领导，组织群众大
力发展无公害大棚蔬菜种植，拓宽全体村
民的致富渠道，并计划将该项目打造成全
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兴牧富民、产业扶
贫的新亮点。

牧区有了蔬菜棚
通讯员文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同仁县为缓解农牧民就业压力、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加快群众脱贫步伐，在劳务输出工作上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在巩固、发展现有劳务输出渠道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劳务中
介机构的沟通联系，多渠道搜集、筛选劳务信息，拓宽输出领域，为
群众提供充足的劳务工作机会。目前，该县组织赴海西州德令哈
市从事枸杞采摘工作的 198 名农牧民全部安全返回，在两个月的
采摘期中，人均收入达到7500元，单日最高收入为320元/人，3名
农牧民收入过万，收入最高达到17100元，劳务输出成为广大农牧
民农闲后增收的又一重要渠道。

同仁县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本报讯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实施以
来，泽库县不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实现了生态保护群众增收“双赢”的目标。一是增强了草场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项目实施后进一步缓解了人口分布与自然
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了群众的生产经营方式，特别是生
态移民工程采取的减畜、休牧育草、划区轮牧、半舍饲圈养等措
施，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
到提升。二是推动了特色产业的发展。三江源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注重与整村推进项目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特色产业的发
展，“泽库黑牦牛、泽库藏系羊”成功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三是推
动了城镇化进程。项目实施以来，全县共移民1093户5162人，
改变了牧区长期分散定居的状况。四是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
展。伴随着城镇人口增加，餐饮服务业、商贸流通以及房地产、
建筑等市场得到进一步拉动，就业岗位随之增加，2003 至 2015
年全县第二产业按可比价增长了 935.24%、第三产业增长了
294.84%。五是推动了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三江源项目的
带动下，先后解决了保护区范围内1.16万名群众的饮水困难问
题和3194户无电户的用电问题，修建道路92条，教育、卫生等公
共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

泽库县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

实现生态保护 群众增收“双赢”
本报讯 尖扎县依托区位优势，

立足农牧业资源特点和产业发展实
际，积极引导农牧民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菜篮子”工程建设。年内
投资1513万元，完成了7个蔬菜基地
的电力、水利配套设施建设；投资
300 万元，在各蔬菜基地建成半自动

化蔬菜育苗温室 8 栋；投资 450 万
元，建设联栋育苗温室 2500 平方米；
建成各类日光温室 578 栋；投资 2300
万元，建成蔬菜保鲜库 3 处及蔬菜交
易市场 1 处；投资 600 万元建成生物
有机肥加工厂 1 座，目前，已生产有
机肥 400 吨，预计年内可生产有机肥

1000吨。同时，该县争取落实省级资
金 112.73 万元，并从县级支农资金中
列出专项 150 万元，在全县范围内进
行露地蔬菜种植补助。目前，全县露
地蔬菜种植面积达7200亩（其中常年
菜 4073 亩，复种 3127 亩），累计露地
蔬菜总产量1.2万吨。

尖扎县“菜篮子”丰富群众餐桌

本报讯 （通讯员 马学良） 自黄南
州教育局、同仁县教育科技局在“扶贫
日”联合发起“全面覆盖扶贫工作”启动
仪式以来。

11月1日，大连海事大学第十七届
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分队在学校的大力支
持下，在该校举行西部“1+1”扶贫助
学项目善款捐助活动，本次善款来自社
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共计 4400 元整，
共资助贫困学生22名，每人200元。

为确保善款能实实在在惠及到真正
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大连海事大学第十
七届研究生支教团青海分队在该校执教
的韩志伟、谢占宇、韩锦堂、张乃心、
李雨珂和高梓博六名执教老师，经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与爱心人士多次沟通，
达成协议，在该校进行贫困生登记，经
班主任推荐、家访等各种方式全面了解
每个受助学生，经过两周的时间建立了
同仁县三完小贫困生资料库。希望能有
更多的人关注和帮助这些孩子，圆他们
的上学梦。

据悉，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西部“1+1”扶贫助学项目是2008年在
校团委和同仁团县委的指导下发起，各
高校、企事业单位、中小学可以以学
校、社团、班级为单位或者以社会爱心
人士作为“1”与青海省同仁县的“1”
个贫困学校或学生建立“1+1”的帮扶
关系，捐赠新旧儿童衣物、书籍、文
具、玩具等物资或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捐
资助学帮助，让那些生活在与世界不同
步地方的孩子们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的关
爱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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