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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县：文化扶贫有特色 热贡艺术走
出去

“现在不仅仅是同仁县，还有从全国各地
的大学生来我们画院学习唐卡”，热贡龙树画
院总经理完德告诉记者。在同仁县，大大小
小的唐卡画院一共有13家，龙树画院就是其
中的一家。

热贡艺术发祥于青海省同仁地区，近年
来，同仁县实施了“千家万户”工程，培育了一
批热贡艺人和知名文化企业，现有国家级工艺
美术大师8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167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1名，省级14
名，形成了以唐卡、堆绣、藏戏等为主的热贡文
化产业群体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良好局面。

同仁县吾屯村是热贡艺术的核心区，从
事热贡艺术产业的户数达到 90%以上，呈现
出“家家做画、人人从艺”的景象。县文体广
电旅游局局长李俊告诉记者，“以前全村人均
收入是 750元左右，现在画唐卡之后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11340元。目前村内有 39户 165
名贫困户，影响带动了村内 31户 153名贫困
户发展文化产业，并实现稳定收入。”

据了解，为了推动同仁县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同仁县启动了热贡文化艺术产业园区
建设。截止目前，全县文化经营主体达到
258家，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 2万余人。
2017年实现文化产业收入 6.25亿元，比上年

增长 20%，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群
众增收。

泽库县：生态畜牧加扶贫 拉格日模式创
奇迹

畜牧业是泽库县的支柱产业，70年代初
全县总人口为 3.46万人，而 2017年，全县总
人口已经攀升到 7.65万人。畜牧业产出降
低，牧民收入减少，泽库县因此成为青南牧区
典型的贫困县之一。

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合作社理事长俄
多告诉记者，在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下，人草
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生态加剧恶化，全县可
利用天然草场中黑土滩，沙化及退化型草场
面积不断扩张。“2011年初，我们向大家提出
了组建合作社的构想，牧户以草场和牲畜折
价入股，每股500元。大家将27.47万元的草
原奖补资金借给合作社，用于投入虫草交易
和畜产品销售的周转。”

2008年以前，拉格日村是全县64个牧业
村中最贫困的村，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后，
草场没有增加，牧民的收入却翻了几番。

泽库县委副书记李海波告诉记者，拉格
日模式的创立，是立足县情，事实求是的结
果。县委、县政府依托泽库全国有机畜牧业
示范县的有利时机，确立了“生态立县、有机
富民强县”的发展目标。打造了“拉格日”生
态畜牧业合作社经济组织这样的样板，并得

到广泛推广普及。
目前，全县剩余贫困人口4199户、16278

人，2018年计划实现10个贫困村退出、13912
名贫困人口脱贫，2019年计划实现贫困县摘
帽、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河南县：绿色扶贫成效显 脱贫摘帽属
首批

河南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俗称“河南蒙旗”。作为全省第一批、青南牧
区第一个脱贫“摘帽”县，河南县坚持以人为
本，精准扶贫，保护生态，绿色发展。

河南县副县长赵德龙介绍，全县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序推进三江
源生态保护建设二期工程和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工作。认真落实以草定畜、草畜平
衡和草原生态奖补奖罚机制政策。对 16个
贫困村 3.96万亩黑土滩、328处 180.15万亩
草原有害生物进行了治理。

据了解，目前河南县设立开发林业管护
员、草原生态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736个，对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公益性岗位安置。

“一个公益性岗位，一个月有1800元的固
定收入，相当于一家人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开销
所需，”赵德龙介绍。按照青海省脱贫攻坚有
关规划，“十三五”期间，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
在青海牧区要实现贫困户“一户一岗”。

大力发展绿色扶贫产业，深入开展生态

扶贫，河南县坚持实行了十四年的“禁塑令”，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草原。

尖扎县：旅游扶贫振乡村 有山有水有
乡愁

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的尖扎县，具有明显的农牧业资源、深
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水电资源和绿色
的水面资源优势。

副县长卓玛吉介绍，要让贫困群众背靠
山水美景，忙起来、有事干，吃上“旅游饭”，用
发展乡村旅游来鼓起群众的“钱袋子”。

被称为“黄河第一镇”“青海小江南”的康
杨镇位居尖扎县北部黄河之滨。因地制宜培
育扶贫特色产业项目，初步形成了康杨镇推
进脱贫攻坚战略的“康杨模式”。

曾被确定为重点贫困村的康杨镇城上村，
如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城上村依托“知青宿
舍、九天玄女庙、元代古城墙、何家家谱”等深
厚的民族积淀和环西宁一小时经济圈的区位
优势，开启了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新路子。2017
年年底，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为8215元，如期达
到了贫困村退出和贫困户脱贫的六项标准。

尖扎县委副书记才让端智介绍，“旅游+
扶贫”模式让尖扎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开花，
尖扎要努力成为青海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支
撑点、全域旅游的示范县和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先行区。 （文/中国经济网）

四县脱贫各有方 立足实际“扶贫+”
近日，“脱贫攻坚在行动”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我州，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媒体记者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走进“藏族画家之乡”同仁县拜访热贡艺人，探访泽库县牧民在

拉格日模式下的脱贫足迹，探寻河南县“脱贫摘帽”的底气和成果，体味尖扎县的特色旅游文化资源，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指导、青海省网信办主办。

本报讯 黄南文化旅游资源富集，是
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国家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节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多，三级以上自然旅游
资源 49处，这些资源有着“山水蕴含文
化、人文点缀自然”的文旅融合特征。有
三级以上人文旅游资源 95处，这些人文
旅游资源有着“艺术世界之最、文化类型
丰富”的独特区域优势。特别是丰富多
彩的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草
原文化、农耕文化等，都是吸引国内外游

客的特色文化品牌，也是推进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

经过十几年探索发展，黄南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文化资源，主动
融入全省“一圈三线三廊道三板块”格
局，景区景点建设加快升级，配套服务体
系逐步健全，乡村旅游实现较快发展，品
牌节庆活动影响稳步扩大，文化旅游综
合效益持续攀升，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
文化旅游目的地”。通过大力实施文化
旅游产业“千家万户”工程，初步形成了

以唐卡、堆绣、石雕、泥塑、藏戏等传统文
化开发利用为主的文化产业群体，目前
全州的文化企业达到 350多家(其中与热
贡文化相关的企业 80多家)、有较大规模
的画院达到18家。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的相互促进下，去年全州文化产业收
入达到7.8亿元、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6.07
亿元，文化旅游业成为繁荣地方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很多农牧民家庭的
重要收入来源，极大提升了黄南文化旅
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黄南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丁正军）我州着眼
于推进思想扶贫、精神扶贫，倾力开展教
育提升、舆论引导、精神激励、文化引领和
文明创建行动，引领扶智扶志，激活内生
动力，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实现
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的转变。

开展教育提升行动。精心拟制方
案，成立工作专班，编印《脱贫攻坚政策
问答》3.2万本、《脱贫攻坚精准帮扶手册》
2.1万册，制作播放脱贫攻坚主题宣传教
育片 3部、动漫微视频 9个，派出 3798人
次干部深入乡镇、牧区和农村，通过理论
阐释、互动交流、政策解读等方式，夯实
干部群众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增强各
民族攻坚克难的信心斗志。

开展舆论引导行动。州属媒体聚焦
脱贫攻坚主题，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密
切配合、同向发力，在重要版面、重点时
段开辟专题专栏 9个，搭建“云端黄南”

“宣传在线”“掌上学习”微信集群6个，转
载转播主流媒体评论、理论文章和重点
稿件 265篇，策划实施“走基层、观黄南”

“直击脱贫攻坚”等专题宣传报道活动15
个，派出记者 864人次走进火热一线，推
出动态新闻、深度报道、系列访谈263篇，

3次力邀央媒省媒驻州加强脱贫攻坚重
要举措、特色亮点及成果成效的对外宣
传报道工作，与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网
站联合举办“我的脱贫故事”微视频、微
摄影大赛，全方位讲好精准扶贫故事，多
维度展示黄南发展成就。

开展精神激励行动。开展面向基层
的宣传宣讲、访贫问苦及慰问联谊等活
动，引导贫困群众自尊自强、自信自立。
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2次
开展全州“最美扶贫人”评选表彰奖励活
动，选树脱贫致富先进典型 36人及优秀
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帮扶队员各 15人，
各县组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事迹报告
团，深入各乡镇村社巡回演讲累计58场，
通过党员干部、贫困群众的现身说法与
切身感悟，影响辐射全社会加入脱贫攻
坚的行列中来。

开展文化引领行动。千方百计筹措
资金，想方设法争取支持，通过省财政项
目、天津对口援建及州县本级财政拨付
等方式，投入 9300万元用于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普惠工程和文化产业扶贫项目，
推动全州文化场馆基本达标升级，广播
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综合人口覆盖率达

96%以上，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机构全部免
费开放，同仁、尖扎和泽库 3个贫困县发
展工艺品、文化旅游、特色展览等文化产
业初见成效。州县两级文艺分队深入贫
困村进行文艺演出，开展结对帮扶和志
愿服务活动，更新图书馆室、农家书屋、
寺庙书屋、工会之家、妇女之家等图书2.7
万余册，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
得感和幸福感。

开展文明创建行动。修建一条示范
路、打造一个文化街、展出一套公益广
告、建好一个主题公园、开展一项实践活
动，利用各载体，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围绕学有目标、做有标杆，常态
化加强“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主题宣传教育，引导形成良好的民风民
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禁赌禁毒。
抓实“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持续开展好
儿女、好婆媳、好夫妻、好邻居、好少年等
评选表彰，支持鼓励87个村镇、19个社区
成立专项服务队，组织786名志愿者深入
贫困户，开展教育、培训、就业、普法、卫
生等咨询服务活动 20多项，助力贫困户
稳定增收致富。

抓实思想扶贫五行动 激活贫困群众内生力

（上接1版）更好地指导和促进各项工作。五是将贯彻
省委全会精神和当前黄南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州委各常委、各主管州长对省委全会讲话中涉及黄
南发展的具体工作，指导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专门力量，
逐一抓好落实。六是按照《关于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健
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具体负责、各部门统筹协调的工
作推进机制，及时成立“一优两高”领导小组，按照省委
《意见》制定全州实施细则和行动计划，细化工作任务，
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工作指导，认真抓好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张国秀）近几年，黄南州邮政分公
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充分发挥邮政网络渠道覆盖城
乡，物流体系和金融体系健全以及邮政品牌优势，通过
不断探索，以“邮乐购”为平台，“邮掌柜”、青海邮政微商
城、黄南邮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为依托，助力打造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通道，有效解决了农产
品销售难、寄递难和农牧民购物难等问题。

入夏以来，尖扎香甜原味玉米、无籽葡萄陆续成
熟。尖扎县分公司相关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及时了解种
植户生产情况，当得知马克唐镇夏藏滩种植户张志伟种
植的葡萄产量高，成熟的果实难以尽快销售出去时，黄
南州分公司总经理王莉立即安排相关部门在邮乐官网

“黄南地方特色馆”上架产品，将当地的玉米、葡萄等农
产品迅速宣传推广和销售出去。7月31日，在农户和邮
政人员的协作配合下，第一批订单成功发运，共计 288
箱、1152斤。

截止目前，邮乐“黄南地方特色馆”已陆续上架当地
农特产品二十余种，同仁唐卡、酸奶、烤馍、金黄果、青稞
面、糌粑、黄豆面，尖扎“鑫露”面粉、坎布拉“丹霞核桃”、
泽库石砚、河南“绿草源”精选有机牛排等许多特色农产
品通过邮政线上线下渠道陆续走入千家万户，已累计实
现订单 3623笔。同时，黄南邮政针对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不断优化和完善服务方式，为热贡唐卡、河南县民族
帐篷、瀞度、高原之宝、阿米雪等特色产品提供定制运输
服务，为 5月份在北京举办的“河南县招商引资暨有机
产品推介会”提供冷链物流服务，加快了当地名优特色
产品走出青海走向世界的步伐。

今后，黄南邮政将积极按照青海省及黄南州精准扶
贫工作部署，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农村电商领域积
极探索适合黄南实际的新途径，让地方特色农产品走的
更快更远。

助农扶农邮政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