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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没有进步，走到田野间、牧场上、
车间内，跟忙碌的群众聊一聊；农村有没有发
展，下乡进村看一看；农民日子过得好不好，
农家桌上摆满的牛羊肉、酥油、水果尝一尝，
聊看尝中一定会感受到农村牧区一年四季热
火朝天的好景象。

生产车间在农家门口、科研开发在牧区、
技能训练在老乡身边。8月 6日至 9日，全州
农牧业暨脱贫攻坚观摩团120人深入四县，体
验我州近年来农牧业发展成果，脱贫攻坚取
得的好成绩。水产、有机畜牧业、科研开发、
互联网＋农业、文化旅游在全州范围内呈现
出一片繁盛的景象。黄南州因多民族而繁
荣，也因勤劳的群众而涌现出巨大的财富，劳
动创造财富，智慧农民正在崛起。

州政府相关部门及来自各乡镇、企业合
作社代表，从尖扎县的蔬菜水果、藏式仿古家
具等手工艺品到同仁县的农产品、唐卡、互联
网＋农业，从河南县的风干肉、酸奶到泽库县
的有机生态畜牧业、大草场，经过 4天的观摩
行，全方位多角度体验了农牧业暨脱贫发展
成果。各县独具亮点的特色农牧产品、手工
艺品描绘地方的发展现状，呈现着未来的发
展趋势，它们是财富，是农牧民群众智慧与劳
动的结晶。

乡村旅游，振兴乡村发展
尖扎县素有“百里万亩蔬果之乡”美称，

直岗拉卡现代农业示范园是尖扎县 16个“菜
篮子”果蔬生产基地之一。走进园区，152栋
日光温棚依次排开在 1300亩的土地上，温棚
内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和葡萄、木瓜、
无花果、草莓等果品，摆上了全县及省内家家
户户的餐桌上，观摩团成员见到这绿色小园，
大家脸上显出惊喜之情。

近年来，各地游客闻名而来，体验果蔬采
摘的乐趣，浓浓的乡风被一波波游客带出了
省内外，尖扎嫣然成为了现代农业的缩影。
过了舌尖上的瘾，接下来，民族手工艺品大显
身手，青海多杰创意文化工艺品有限公司内
二十多号人，从雕刻、刨推、设计不同的工种
一溜排开，精心在木头上刻画着纹路，一颗颗

粗壮的原木，经过他们的精雕细琢变成了一
件件古色古香的精致家具，而这些雕刻人员
就是尖扎县当地村民，他们在这里既学手
艺，又挣钱，大家都为生活忙禄着。从旅游
村德吉村到蔬果园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从多
杰藏乡生态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到冷水鱼
养殖展现出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产业兴园 科技助推互联网+农业
顺着一座座渐绿的山脉，第二站，观摩

团驱车 59公里来到历史文化名城、热贡文
化发祥地同仁。晴空万里，花海百亩，沿途
风景别有一番韵味，放眼望去，除了花海还
有连片的农作物。观摩团一行深入同仁县
光伏温棚示范园区、高原之宝有限公司、黄
果种植基地、民族手工加工基地、扎毛乡村
旅游，感受同仁县特色农畜产品及扶贫工作
成果。

保安镇塔相滩投资1.5亿元建设了光伏
发电和节能温室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同仁县乳产品加工产业园、现代果蔬
与休闲产业园、瓜什则乡生态畜牧业产业
园，初步形成了一批优势产业。电子商务进
农村，互联网+现代农业，阿里巴巴、京东在
各乡镇设立物流服务网点，促进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电商云集，科技助推农牧业发展。

发展特色产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
吾、牙浪、曲库乎等乡镇种植中藏药材1570
亩，黄果梨作为同仁县富民产业，在格拉滩、
羊直沟、尕沙日、牙浪等村种植黄果 3016
亩。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
射带动户是打通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快速通道，依托科技，发展特色农产
品，产业结构目标明确。

立足生态根基 建设生态文明小康村
那达慕的余热尚有温存，河曲马掠影依

旧在奔腾。走进位于河南县城团结路以东
的易地扶贫安置点幸福家园小区，牧民，走
出了帐篷住进了楼房。扎西卓格家中，三室
两厅一厨一卫的房屋设计迎合了牧民家中
人口多的特点，扎西卓格和妈妈正在照看两

个月大的婴儿，扎西卓格说“我们一家有四口住
在这里，不会被风吹日晒，因为房子暖和我也不
用担心孩子会着凉生病。”当问到住在楼房内是
否会影响生产生活时，扎西卓格面露喜色“当然
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只是居住
条件变的更好了。”

贫困的帽子摘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河
南县向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生态智慧县进军，
为打造青南牧区全面建设示范引领县，成为新
时代青海“南大门”而致力前行。

开启一优两高新征程 狠抓生态畜牧业
从山水走向草原，从一路水果变成牛羊肉

农畜产品，一路领略，一路品尝，吃中有感受，看
中有领悟，观摩团中的乡镇代表、企业合作社代
表、农牧扶贫干部，一路品尝一路探讨。

8日傍晚，热烈的夕阳燃尽了天边的草原，
几十辆崭新的草地耕作机械停靠在路边，这是
国家新补给的机械，州委副书记马明生及相关
负责人向泽库县各乡镇颁发了开启新征程的金
钥匙，满载希望的机械开始在草地上吹响号角，

生生不息。泽库县百万亩的草原生态向好，
这里不仅有青海三大牦牛之一雪朵牦牛、还
有自家特种牦牛—泽库牦牛，藏羊等名优畜
种，确立“生态立县有机富民强县”的发展目
标。培育特色产业，引导泽库草地生态有机
畜牧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

涉农龙头企业作为农牧区发展动力，同
农牧民一步一步前行，党的惠农政策打开农
牧民的思想之域，刻画美好的前景，带领群众
紧跟时代的步伐，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实实在
在的亮出藏区特色名牌。

满满的行程记录了农业、农牧民生活的
现状。路过之处，所见之人步履匆匆，他们或
是紧赶手头的活计，或是驱羊赶牛忙得不亦
乐乎，就连十二岁的孩子，都投身到暑期举办
的唐卡免费培训班，一笔一划勾勒着民族的
传统文化，执着的眼神中充满希望。全州四
县农牧业处处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这里没
有人懈怠，没有一块等闲之地，农牧民群众为
脱贫奔小康的坚定决心都在一片繁忙之中。

--全州农牧业暨脱贫攻坚现场观摩行侧记
本报记者/马文莉

本报讯 在州科技局和滨海新区科委组织
以及天津援青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科
委副主任夏正淮、滨海新区科委主任张桂华带
领天津市农科院、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天启迪
之星入孵文创企业等学院的领导及专家教授
30人于 8月 6日至 9日来我州开展为期 4天的
天津滨海“西域胜境·神韵黄南”创业行活动。

活动期间，天津滨海创业行全体成员参观
考察了尖扎县坎布拉镇黄河魂水产加工销售
有限公司、圣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同仁县“高
原之宝”牦牛乳业有限公司、热贡画院、热贡艺
术博物馆及河南县瀞度矿泉水公司等企业。
每到一处，全体成员对我州丰富的旅游文化资
源及当地特色产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
示要针对我州特色产业关键技术及企业发展
需求谋划出具体帮扶措施，促进我州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和民生持续改善。

8月 7日下午，在州会议中心尖扎厅召开

“创想黄南·同心共赢”对接交流会。天津 7家
企业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以
及考察黄南后的感受和加强与我州企业对接
合作的愿望。州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管委会
主任乔得林介绍了我州文化旅游发展情况以
及文化企业发展现状。随后，双方企业代表现
场进行精准对接，讨论合作模式，为推动科技
创新资源流动，实现携手共赢，进一步推动两
地优势产业融合发展达成了共识。

考察期间，与会人员来到尖扎圣航省级农
业科技园区参加“天津科技援青工作站”成立
揭牌仪式。通过工作站的建设，以技术转移为
核心，将天津的适用技术在黄南地区进行推广
应用，带动
当地经济
发展，助力
脱贫。

创想黄南 同心共赢

本报讯 近日，州政府法制办组织州政府
各部门在热贡广场开展了以“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
动。四县集中宣传活动同步开展。

活动现场，州发改委、经信委、公安局、住
建局等 22个部门通过发放法制宣传资料、设

置法制咨询台及展板、悬挂横幅等方式，宣传
和展现省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形象及实际成
效、先进经验等。各地、各部门还宣传了本地、
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实际行
动、具体措施等情况。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法治政府

本报讯 近年来，我州深入贯彻落实习
总书记关于“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的改革”要求，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向
改革要动力、要活力、要红利，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促进经济发展。

——用更大的“放”进一步激发市场活
力。自2014年以来，分5次集中清理精简行
政审批项目332项，精简率达81%，现行保留
行政审批项目79项，在全省属于保留行政审
批事项最少的地区之一。共下放行政审批
事项 150项，县级政府部门对州政府部门下
放管理层级、调整管理部门的审批项目。完
成州县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编制工作。
编制完成州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共 65项。制定州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目录清单的内容涉及成本监审22项、经营服
务性收费 12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8
项。在巩固企业“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和
工商户“两证整合”改革成果基础上，进一步
整合 14个部门 31项涉企证照事项，实现企
业“三十六证合一”和个体工商户“五证合
一”。截止目前，全州共有各类市场主体
17929户，其中“放管服”改革以来，全州新设
立市场主体11842户，是改革前的2.4倍。

——用更好的“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目前，全州各本级政府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均在网上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2018
年 3月，对农资企业、家用汽车经营企业、公
用企业开展双随机定向抽查检查。5月对金
融、教育培训、医疗美容、环保、知识产权代
理等 5个领域开展双随机定向抽查，并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检查结
果16条。结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梳理
汇总了一批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在“信用黄南”网站进行公示。

——用更优的“服”进一步释放发展潜
能。“一网通办”进展迅速。重新梳理行政服
务大厅入驻单位行政审批事项，要求各窗口
工作人员办好“一件事”为标准，合法合规的
事项“马上办”“一次办理”，减少群众现场办
理等候时间。规范创新行政服务中心服务
方式。根据企业和群众办件频率，在安全
局、卫计委、食药局、地震局、教育局、民宗
委、无线电管理处设立综合窗口，实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
作模式。持续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
对决定取消的177项需由乡镇（街道）、村（社
区）两级基层组织开具的涉及群众办事创业
证明事项，及时通过办事大厅、政府门户网
站等渠道向社会进行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放管服”改革
提升群众获得感

我州农牧业发展开启“一优两高”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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