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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正是高原上最好的季节，距离同仁县府驻
地 22公里的扎毛乡一派青山绿水的喜人景象，油
菜花正在黄灿灿地盛开，草地上满是野花和野草，
田野里星星点灯似的点缀着散落的木屋别墅，走在
木栈道上，一派清新舒畅的感觉，这里就是扎毛乡
最近几年来为游人们打造的一处休闲娱乐的自然场
所。在这里，我们可以与自然来一场最亲密的接
触，可以尽情释放在城市里被尘封压抑的心灵。

据扎毛乡党委书记才让东智介绍，近年来同仁
县以“生态立县，特色立业，助推乡村全面发展”
的产业发展思路和着力打造扎毛乡为“中国原生态
藏乡风情谷”的战略目标为主，构建以“休闲、度
假、体验民族风情”的全域旅游布局，逐步形成了
扎毛全域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找准定位，以旅游+扶贫的方式助推扎毛旅游
产业转型跨越升级。2015-2017年，扎毛乡牙什当
村、麻什当村、立仓村通过实施美丽乡村、旅游扶
贫、传统村落、特色藏寨、藏家乐等建设项目，改
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借助旅游元素，有效激活乡村
旅游资源。先后投资 100余万元新建了 300平方米
的游客接待中心、投资600万建成了36栋高规格集
自助、餐饮和住宿的乡村别墅酒店（木屋）、投资
100万完成扎毛村旅游集镇提标升级、投资 200万
建设环山徒步、骑行栈道项目、投资100万建成扎
毛乡标志性景观大门、环库区观景平台、景区导游
图、指示牌等基础设施。同时，通过实施土地流
转，完成了约 600余亩的花海景观（其中油菜花
400余亩、金盏花、波斯菊、鼠尾草等观赏花卉
200亩），为实现资源优势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16年扎毛村、立仓村先后被住建部评为最
美宜居乡村。

融合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
道。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恢复传统藏家建筑风
格，同时利用这一独特的资源大力发展藏家民俗体
验和民宿接待，让游客享受和体验藏家民俗风情，
扎毛乡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乡村旅游，在
定居点打造旅游景点“藏家乐”，目前已有40家藏

家乐形成规模。扎毛乡采取以“党建+合作社+农
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成立了林木育苗、藏药种植、蕨麻种植、牛
羊育肥、旅游等多类型多产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农牧民的增收渠道，改善
了生活条件。2016年，玛什当村藏家乐合作社盈
利 35万。2017年，立仓村旅游合作社盈利 20万，
牙什当苗木合作社盈利 19万，玛什当村苗木合作
社盈利 9万，群众就地务工 30人次，收益达到 12
万元。

以点带面，逐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2016
年，根据立仓村河段水流湍急的地理特点，扎毛乡
借助旅游扶贫开发项目，打造河道漂流项目，依托
已经建成的立仓民俗风情吊桥、立仓村民俗广场等
景点，建设了立仓漂流度假山庄，为游客提供烧烤
炉、餐具、帐篷等半自助旅游服务。2017年，扎
毛乡鼓励、引导农户流转土地，通过种植熏衣草、
金盏花等观赏花卉发展旅游产业。同时以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经营扎毛藏家乐，修建了集游客接待、
蝴蝶滩自驾游营地于一体的扎毛旅游接待中心，中
心占地面积达800平方米，周边配有停车场和文化
健身广场，对外承包经营。村中目前有投入经营的
藏家乐接待点 60户，统一配备了桌椅床铺，让前
来观赏游玩的游客切身体验藏家民俗风情。2018
年，扎毛乡实施特色村寨项目，修建了部分环河环
山栈道。利用牙什当村传统村落项目资源，修建了
特色的古树广场、滨河小公园等，构成一个人文与
自然和谐的旅游景点，同时也为村民们带来了不菲
的收益。

扎毛乡麻什当村委主任仁青尖措今年 37岁，
他说村里有102户村民共400余人，其中32户贫困
户。村里以每户集资的方式筹资 40万元修建了木
屋别墅，为游客提供半自助旅游服务，最近一周内
来扎毛游玩的人数达到了200余人。村民却合加布
说，以前我们村里除了地什么都没有，现在修建了
木屋别墅，有了农家乐，种了树以及各种花卉，村
里越来越漂亮了，来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小乡村瞄准大旅游小乡村瞄准大旅游

本报讯（记者 张海麟）连日来，“直升机”一词
成为了尖扎县坎布拉镇街头巷尾一个热议的话题。7
月8日，黄河岸边，坎布拉景区直升机低空游览试飞
仪式在这里正式举行，慕名而来的游客在现场，不
仅能够和直升机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不少人还登上
飞机提前体验了一把。

来自甘肃的游客马二里有幸成为坎布拉低空飞
行的第一批幸运“航”行者。

游客：“刺激、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直升
机！上飞机前，还有点害怕，机组人员告诉我们注
意事项，整个驾乘体验，还是感觉特别安全的。”

在试飞现场当天，一架贝尔407GXP直升机一次
次载人飞到坎布拉景区上空，停机坪上还展示着两
架空客H130直升机，成为群众争相合影的对象。

据了解，以“空中揽胜、探秘坎布拉”为主题
的试飞活动，是由尖扎县人民政府、坎布拉景区保
护利用管理局和青海天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共同打
造的，旨在贯彻落实好全省旅游产业大会精神，坚
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五四战略”，全力打造坎
布拉4A级景区的特色高端旅游项目，也是推进我省
旅游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一次试飞活动。

青海天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姬雪梅告诉
记者，在 2016年“青洽会”期间，他们与黄南州、

尖扎县分别签订了坎布拉低空旅
游项目投资意向书。作为当年黄
南州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在天
美通用航空公司的努力下，经过
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审批，终
于等到了试飞成功的一天。今
后，直升机不仅能够用于坎布拉
景区低空旅游，更将积极参与当
地医疗救援、灾情救援，打造直
升机高原培训基地和高原试飞基
地，缔造青海乃至西北地区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和航空应急救援
基地。

尖扎县县长旦增说，青海天
美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坎布拉景区
直升机低空游览试飞活动，是尖
扎县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件喜事，也是促进当地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对于丰富坎布拉景区旅
游项目、推动提高坎布拉景区的知名度、促进尖扎
县乃至黄南州旅游产业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南州副州长肖飞虎表示，坎布拉景区直升机
试飞，是我省首个直升机低空游览项目试飞，这意
味着坎布拉即将成为全省第一个开通低空旅游的景

区。他说，引进低空游览项目、开辟空中通道，可
以说是坎布拉旅游的“破冰”之举，在全省率先开
启了水陆空皆可游览的“全景模式”。这是坎布拉旅
游产业向新形势和新格局迈进的重要举措，更是全
省旅游发展大会及全州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会精神
落地开花的具体表现，对于坎布拉提档升级、丰富
旅游内涵、打造一流旅游景区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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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文莉）一身蓝黑色制服，危急时刻总会挺身而
出，他们不是人民警察，却有着人民警察的精神气质和职业素养，他们
是社会安保队伍。2017年秋季，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开设了全州第一
批保安专业，今年6月底，11名保安专业的学生毕业了。

保安专业是青海省教育厅特批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制为一
年、面向我州四县所开设的专业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协助公安机关维护
社会治安和预防犯罪,将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校通
过综合具体的技能教学模块，帮助学生体验实际工作过程中职业教育特
色，采取灵活的教育方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能力。

目前，我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小区所面临的问题是安保人
员年龄老龄化，其岗位理解为门卫，掌握安保系统规范化意识淡薄，在
发生紧急事件时，无法第一时间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辅助力量，而
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的保安专业正在成为维护我州社会稳定的新力量。

7月9日上午，就保安专业学生就业去向，州人社局、州教育局等
相关部门同黄南州职业技术教育学校进行座谈交流。据了解，州委州政
府十分重视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的首批保安专业，州人社局、州教
育局鼓励打好第一批保安专业学生教育基础，做好表率。

州人社局局长李义强谈到，我们已经争取到部分公益性岗位，初步
考虑将保安专业毕业生纳入到已争取到的公益性岗位。

州职校徐海华副校长说“为提升保安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我校利
用假期，选派 5名学生专门到湖南信息学院进行培训，并与州公安局、
特警支队、武警支队衔接，安排专人授课。授课内容主要涉及法律法
规、巡逻、守卫、押运、防盗防火、大型活动的人流、交通疏导、警械
器材使用、人员疏散等知识和技能训练。”

毕业生完代才让显得很兴奋，“我终于毕业了，我希望得到工资在
三千元左右的一份工作，不管是到企事业单位还是到小区做安保工作，
经过专业化训练的我们会给大家展现同公安民警一样的精神气质。”

据了解，学生通过安保专业学习，能够及时把所学的知识、掌握的
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为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州职校将实习地点设在
校园内，为学生们配备了安保专用工具和设备，实行分组 24小时轮班
巡逻、查岗等安保工作，并从工作岗位仪容仪表、服务态度、工作纪
律、日常管理、协作性、勤奋性、工作效果为考核目标进行考核，实践
中学生们个个都能胜任保安工作岗位。

我们身边的新力量

坎布拉 带你翱翔带你游！

本报讯 7月7日，青海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团队赴
河南县举办“国家湿地公园动植物监测培训班”及“青海大学教学实习
基地”挂牌仪式。青海大学农牧学院院长李希来，河南县政府副县长扎
西、赵德龙出席开班及挂牌仪式。

挂牌仪式上，赵德龙指出，“青海大学教学实习基地”的挂牌，标
志着青海大学和青海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进入实质性的科研合作
阶段，应当重视、珍惜合作机会，并通过合作将湿地保护工作做的更规
范更科学。

培训班上，青大农牧学院孙海群、李长慧两位教授分别从本土野生
植物鉴定技术、识别能力，规范样地设置，调查监测，数据采集及汇总
汇报方式等内容进行授课。

河南县湿地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及湿地巡护员参加。

河南县举行

“青海大学教学实习
基地”挂牌仪式

←游客下飞机

↑直升机盘旋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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