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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泽曲、蒙旗草原，风景如画，成群的
牛羊在如茵的草原上悠闲自得地吃着草儿，随
手拍一张照片都可以做漂亮的电脑桌面。

2008年，我省拉开了草地生态畜牧业建
设试点，黄南也闯出了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草
地畜牧业发展之路，并探索出引领牧民群众脱
贫致富的“拉格日”模式，为全州乃至全省树立
了典型样板。

黄南位于我省东南部，辖4县26乡8镇，南
部泽库、河南两县海拔在3500米以上，属高寒
纯牧业区，北部尖扎、同仁两县平均海拔2500
米，属小块农业区。畜牧业是黄南的支柱产业
之一，近年来按照保护草原生态、建设生态畜牧
业的要求，牧区积极开展生态治理、实行生态补
奖政策，农区大力发展规模养殖、“菜篮子”工程
等项目建设，农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17年末草食畜存
栏180.16万头只，繁活仔畜96.95万头只、出栏
草食畜126.88万头只，实现肉类总产38982
吨，奶类产量37292吨，蛋产量2000吨，羊毛产
量1583吨。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5630元，同
比增加754.18元，增长14.83%。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依托创建全国草地
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的有利时机，立足州情，确
立了“生态立州、有机富民”发展目标，突出自
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发展生态有机畜牧
业为主线、园区建设为平台、半舍饲高效养殖
基地为抓手、合作社经营为支点、产业扶持为
支撑，着力培育特色产业，转变发展思路，引导
生态畜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使全州农牧业
产业化稳步发展，并逐步实现生态、生活、生产

“三生”共赢。

围绕关键词“持续”坚持生活为要
近年来，我州牧民的收入持续增加，通过

试点社建设，拓展二、三产业增收空间，21个试
点社牧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分红收益的13
个试点社，年终分红总额1231.3万元，人均分
红1297元，比2015年人均收入增长21.7%，比
未加入合作社股份制改造的牧民增长9%，脱
贫1646人，实现了牧业增产增效、牧民增收脱
贫的目标。特别是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生态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2017年创收1236万元，人
均收入达 15110 元，比 2010 年人均增加
12598元，人均年增加1799元，全村174户中
76户贫困户全部脱贫，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河南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56岁的华梅坦
言，他家属于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二档，以前
生活很困难。现如今妻子被安排至公益性岗
位，当环卫工人，女儿上大学，儿子上高中。自
从加入合作社，每年有分红，自己在屠宰场打
工，一年也有一万元的收入，以后打算开家小
卖部，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河南县赛尔龙乡兰龙村生态（有机）畜牧
业牧民专业合作社从2013年至2017年分红
110余万元，另为19户贫困户发放救助资金4
万元。

该村46岁的多杰才让告诉记者，他家里
四口人，以前就靠草场和牛，年收入不到一万
元，现在已经达到两万元了。推行大牧场模式
后，分了组，各劳力按组长安排干活儿，有工资
还有分红，他表示，以后就跟着合作社干。

近期，我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取消8个省

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
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
产投资、财政收入四项考核指标，并进行差异化
考核，引导各地立足地区优势，推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据悉，为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
期脱贫，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结合贫困人口多、贫
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多、脱贫难度大的实际，每
年根据国家对县的考核要求和脱贫攻坚新形
势、新要求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对县（市区）考
核指标进行动态调整。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
名单中我州河南县、泽库县在内。这对于我州
近期和将来“三生”共赢更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
推动作用，生态保护、脱贫攻坚、绿色发展等“考
题”纳入民生答卷，更是激励着领导干部放下顾
虑，减少束缚，集中精力，踏实干事。

青海作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保护草原生
态，构建人富、草美、牛羊壮的田园牧歌，这是
青海人的梦想，也是维护“中华水塔”“三江之
源”生态环境完整性的重要基础，更是经济欠
发达的青海给全国所做的最大贡献。黄南地
处三江源生态保护试验区核心区域，生态地位
突出、保护责任重大。

近年来，我州全面落实新一轮草原奖补政
策，已在全省率先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
制绩效考核奖励资金与牧民草原生态保护责
任、效果挂钩，按绩效考核的方式，将绩效考核
补奖资金与草原生态保护和生态畜牧业合作
社发展效果进行挂钩，以70%的补助金、30%
的奖补资金比例发放新一轮草补资金。并强
化了禁牧减畜监管措施，落实5606名贫困户
草原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通过落实草原生
态保护奖励补助资金，实施退牧还草、黑土滩
治理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平均植被覆盖度
由 2006 年初的不足 73.5％提高到目前的
79％，増加了4.4个百分点；草群平均高度由过
去的不足1.1厘米提高到现在的13.4厘米，增
加了20.7％；鲜草产量由过去的每公顷4167
公斤，提高到现在的每公顷4404公斤，提高了
5.7％。天然草原上有毒有害植物比例明显下
降，生物种群有所增加，退化草原得到不同程
度的恢复，草原生态趋于良性方向发展。

通过进一步加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区建设
扶持力度，将积极打造有机畜牧业产业园区为
引领、标准化有机牧场为基础、良好的草原生
态环境为保障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建立以
牧户为单元、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纽
带、有机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为龙头的多元发展
机制，坚持“一区双核、草畜联动、综合施策、产
业推动”发展原则，集中优势资源，打造精品工
程。同时，加大地理标志和原产地认证工作力
度，进一步加大我州泽库高原型牦牛、藏羊等8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和24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工作，培育认证更多“三品一标”特色农畜产
品，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带动效应。

围绕关键词“大牧场”坚持生产为基
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和方式正在转变，股

份制合作发展，是当前牧业生产中最先进的一
种管理方式。黄南州把牧民的利益和合作社
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从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金、牧业变产业、牧
民变股东、社员变职员的“六变”模式，这是历

史性的跨越。
2011年初，借全省推行生态畜牧业专业合

作社建设有利时机，时任二社社长俄多经过艰
苦工作，组织36户牧民入社成立了拉格日村二
社专业合作社，经社员同意后将27.47万元草
原奖补资金投入虫草交易和畜产品销售，当年
实现分红21万元。2012年，村委会召开村民
大会，议定将扶贫整村推进项目资金130万元
中的100万元以现金入股合作社，年中为全村
824人人均分红364元，牧民们看到了希望，参
与率得到提升。到年末，入社牧户共有150户，
占全村总户数的85.2%，年底合作社再次分红
21万元……短短五年时间，拉格日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已进入了省级示范社的
行列。在拉格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下，目前，泽库县各类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达
64家，入社率达到65%。其中省级示范社7
家，州级示范社9家，县级示范社15家。合作
社入社成员达到41145人，辐射带动非成员牧
户14587户，有力推动了全县生态畜牧业的发
展。时至今日，依据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拉
格日模式”构建起设施养畜、科学养畜、草畜平
衡、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草地生态畜牧业，划
分出天然草场放牧组、良种牦牛繁育组、本地藏
羊高效养殖组、商业营销组，建立了特色草地畜
产品生产基地，实现了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推
进了牧区劳动力转移和减畜工作，形成了生态
保护和畜牧业生产的良性循环。

俄多从二社社长到合作社理事长、村支
书，通过转变思路谋发展，一心一意带领大家
致富奔小康，使深度贫困村一步一步脱贫，人
均纯收入达15110元，他本人被评为2018年
度全国劳动模范。“拉格日的发展道路尽管曲
折，但正如大家所见到的，现在我们的草地绿
了、生产顺了、牧民富了。”回顾拉格日的发展
历程，俄多不无感触地说。

高原特色品牌加快发展，雪多牦牛、欧拉
羊、藏羊、河曲马品牌正在形成，黄南各县结合
生态畜牧业建设，加大有机畜产品基地认证，
认证草场1860万亩、牛羊161万头（只），河
南、泽库两县实现有机认证全覆盖，成为全国
最大的天然有机牧场。

通过“南繁北育、牧繁农育”草畜联动，牧
区减畜禁牧，减轻草场压力，全州草场植被覆
盖度由2010年的65%，提高到目前70%，提高
了5个百分点，可食牧草产量由当初的每亩
205公斤，提高到每亩283公斤，有效改善了草
原生态环境，提高了草地生产能力。

河南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村支书斗格加和
村委主任晓多介绍，精准扶贫开展以来，通过积
极争取项目资金，以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为抓手，
兴办了“河南县小汽车修理城”“梅朵赛青民族
服装加工厂”“欧拉羊繁育基地”等实体，注册了

“羊羔山”品牌商标，生产的酥油、酸奶、蕨麻等
产品已经上市销售，小汽车修理城成功吸引汽
车修理商并出租工棚10个，年租金收入20万
元。初步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新格局。2017年底，该村贫困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903元。

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一方面要减畜，
一方面要增收，这个看似矛盾的问
题，在河南县赛尔龙乡兰龙村村支书
长爱心里自有思路。兰龙村生态（有

机）牧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12月，合
作社按照“先发展，后规划”的原则，推动“公
司＋合作社＋牧户”的产业化运作模式，不断
提高牧业集体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能力。

黄南州2007年—2017年实施生态畜牧
业建设项目省级扶持总资金8956万元，良种
畜工程建设项目省级扶持总资金190万元，有
机畜牧业项目省级扶持总资金2250万元。近
年来全州已建成规模养殖场200余家，其中，
通过省级认定规模养殖场135家，得到中央及
省级扶持53家，省级扶持总资金1545万元。
与此同时，州、县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州
级财政扶持2000万元实施州、县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创建工作。

围绕关键词“发展”坚持生态为本
2008年，我省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做出了

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重大决策。2017年，国家
农业农村部同意我省设立全国草地生态畜牧
业试验区，在省农牧厅的大力支持下，泽库县
成为全省推进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
设试点县，全州21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被列
为全省试点社。国家和省级层面的决策部署，
指明了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的方向，提振了通
过发展草地生态畜牧业实现牧民增收致富的
信心和勇气。

“我们要按照州委州政府提出的实施两大
战略，打造‘三区’建设，着力加快生态畜牧业
专业合作社股份制改造，推广运用‘六变’模
式，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新动能，提升
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经营，草畜联动、多元化服
务、产业化发展水平，着力提升草原生态保护
与治理，实现草畜平衡和牧民增收，争取利用
三年时间，推广‘拉格日’模式，走草地生态畜
牧业发展之路。”黄南州农牧局副局长扎西才
让这样说。

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将环境保护从以往
的“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变革”，着力建立长
效体制机制，形成统一、合理的整体性战略，通
过有力抓手，从文明的高度落实各项政策。

近年来，我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畜牧业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目前，
全州共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138个，入社牧
户2.24万户，占总牧户的77.5%。牲畜、草场
的集约率分别达到57.8%，52.1%。其中，21个
全省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试点社，牧民入社
率、草场和牲畜整合率分别达到 89.1%、
78.8%、81%。实现了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生产
经营，统一开展技术服务，打破了分散经营的
传统生产方式。草原生态得到了保护，以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为载体，通过实施重大草原工
程，全州人工草地达到12万亩，为实现“减畜
不减效、减畜不减收”发挥了作用，实现了生产
方式的转变。

我州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取得了较好成绩，推进了“三个转变”，即，生产
目标已从主要追求农畜产品数量向优化品种
质量转变，增长方式已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转变，资源开发已从掠夺型逐步向开发与保护
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黄南：要“三生”共赢，更要绿色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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