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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看青海
媒体记者青海行走进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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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举全县之力实施国土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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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玉山泉 群众的致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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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出版发行出版发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同
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一部
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

2018年7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加
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篇，约13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考世界形势，顺应时
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首倡“一带一路”，得到
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扩大
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
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对“一带一
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进
行深刻阐述，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
实、行稳致远，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
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来源/青海日报）

青海湖

隆务河畔的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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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旅游“文化味”十足
本报讯 今年1月至10月，黄南

州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61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7亿元，分别增长23%

和26%。目前，我州有4A级旅游景

区2个，3A级旅游景区1个；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2个；四星级宾馆2家，三星级宾

馆1家，星级农家乐85家。

年初以来，我州坚持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持，

引导农牧民参与旅游业发展，打造“两河一线”

（黄河、隆务河，省道203线）乡村旅游发展带，从

北到南已初步形成坎布拉直岗拉卡村、昂拉德

吉村、保安东干木村及吾屯村、扎毛村等乡村旅

游示范村。德吉村乡村游开业3个月，累计接待

游客达2万多人次，门票收入10万余元，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320万元，200多户村民已初步尝到

乡村旅游带来的甜头。截至2018年10月，黄南

州乡村旅游接待收入1.6亿元，户均收入8万元

以上，增加就业岗位3800多个，有效缓解了就

业问题，增加了农牧民群众非农收入，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下一步，黄南州将以“西域胜境·神韵黄南”

为品牌，全力推动全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创建工作，继续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上下

功夫，全力推进旅游产业纵深发展。继续开展

好“神韵黄南冬季体验游”系列活动。12月底将

在同仁县举办“於菟节”，同时举办唐卡风情小

镇一日游二日游活动和尖扎县冬季民族射箭体

验等活动。加强旅游项目申报争取和建设工

作。以坎布拉景区转型提升工程和热贡唐卡艺

术风情小镇为两大抓手，力争在项目

争取和落实方面取得新进展。深入推

进乡村旅游业发展。积极打造具有黄

南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模式，通过省上

支持、州县合力，将德吉村、东干木村

打造成省级乡村旅游重点示范村，将直岗拉卡、

吾屯、扎毛等10个村打造为州级乡村旅游示范

村，着力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全面落实《黄南州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总体规

划》、《黄南州创建青海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实施方案》，扎实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创建工作纵深推进。同时，编制完成《黄南

州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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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县总投资4056万元，占地约14公顷，装机容量5.3兆瓦，覆盖1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770户贫困户、2939人的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建设项目并网投产。该项目是全省首个建成并网投产的光伏扶贫电站。项目投产后，每年收益约556万元，能为16个贫困村每村带来约

35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2376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二氧化碳约6342吨，减少大气污染物硫氧化物48吨、氮氧

化物16.36 吨。 河南县政府 供

本报讯 12月10日，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主办的“大美青
海—最美湿地管护员”颁奖仪式上，我省42名
生态管护员被评为“最美湿地管护员”，我州曲
配扎西、索南卓玛2名湿地管护员荣获“大美青
海—最美湿地管护员”称号。

青海省湿地面积有814.36万公顷，居全国

首位，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是全球影响力
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为了保护好高原湿地，青
海林业和草原部门着眼于农牧民生产生活生
态良性循环转变，在湿地保护体制机制上积极
探索，在全国首创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初步
建立了一支“牧民为主、专兼结合、管理规范、
保障有力”的湿地生态管护队伍。

当天的颁奖词中把湿地管护员誉为湿地的
“守护神”。他们辛勤守护的不仅仅是湿地资
源，守护的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家底，他们以山
林为家、以湿地为伴，跋山涉水，兢兢业业，为
我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恩光介绍，今
年5月，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青海省湿地保护中

心、协会和青海天佑德集团的大力支持下，青海
省林业和草原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寻找“大
美青海—最美湿地管护员”活动，经逐级推荐、
公示确认等程序，最终在全省1.6万名林业生
态管护员中评选出了42名“最美湿地管护员”，
他们是我省湿地生态保护事业中的优秀代表。

我州两名管护员荣获“大美青海 —最美湿地管护员”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