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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才仁措 通讯员 赵
云）8月19日,全省首届牦牛良种公牛
选育黄南分会场活动在河南县兰龙
村生态有机牧业专业合作社开展，河
南县20头雪多牦牛获得较高评分。

在草原上，领导、专家、群众等一
同观看雪多牦牛宣传片，让大家对雪
多牦牛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民俗文
艺节目、牦牛产品及特色手工制品展
示，充分展现了高原之舟-雪多牦牛
的外貌特征和我州牦牛产业的发展
成果，充分体现了黄南农牧业发展的
新常态。

雪多牦牛于 2017年经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纳入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与高原牦牛、环
湖牦牛并称为青海三大牦牛，其生长
在堪称青海最美、亚洲一流的河南蒙
旗大草原，靠近著名的李恰如山，是
雪多山和大小雪多沟自然独特环境

内的主要畜种，是经当地野牦牛千百
年自然生长和人工驯化而成。近年
来，我州连续在河南县举办了八届

“雪多牦牛”生产性能比赛，累计培育
优良种公牛4000余头。

我州筛选参加省级评比的 20头
雪多牦牛经11名评审专家对体尺、体
重、外貌特征、毛绒产量和等级、系谱
档案四个方面的现场鉴定，其各项生
长性能数据远超出标准而获得较高评
分。个别种公牛体重高达 500余公
斤，呈现出个体大、体型深长、骨粗壮、
体质结实、产肉多、肉质好、极耐粗饲、
抵抗力强等多种优点，是培育牦牛、肉
牛新品、品系及发展犏牛的优良种源，
也是发展高原绿色生态养殖业和特色
畜产品产业的优势资源，在高原生物
牦牛类群的迁徙、进化以及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具有国际国内学术研究价
值。雪多牦牛品牌是青藏高原高寒草

甸类草原类群中极具特色的优良品
种，对于提升“世界牦牛之都”品牌影
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次活动，进一步明确了省州县
各级农牧部门实施“一优两高”战略，
推进全省牦牛产业发展、落实好

“33311”工程的重大目标，同时有力
的提振和坚定了对雪多牦牛良种体
系建设、品牌打造、产业提质增效的
信心和决心。

州农牧局局长张海渊表示，全州
农牧系统借此次全省牦牛良种公牛
评比的“东风”，打造好雪多牦牛和泽
库牦牛品种，全面提升牦牛品种影响
力和知名度，引进新技术、新成果、优
良品种，确保既能保护好地方优良畜
种，又能提产增效创收，促进各类资
源向牦牛产业有效聚焦，多元投入、
多轮驱动，全力推进我州牦牛产业
发展。

全省首届牦牛良种选育赛在河南县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文莉）8月20日，国
家民委“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
动在黄南州人民医院开展。来自清华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普外科、妇产
科、儿科、消化内科、眼科等科主治医师
等专家开展为期8天的义诊活动。

送医活动的形式主要是向人民群众
开展义诊，除必需的检查费、药费、治疗
费按标准正常收取外，免收专家诊查费
和挂号费；深入科室病房开展带教查房，

详细询问患者
病情，与我州医
护人员共同讨
论疑难病例，提
出具体的治疗
方案；开展专题
讲座，对我州医
护人员进行专
业培训等。

当前，我州
仍有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贫
困人口，专家团
队的到来，为少
数民族地区患
者解决疑难问
题，为基层医疗
工作者带来一

次技术指导，促进提升我州医疗工作者
的临床实战水平。

黄南州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对义诊团
的到来充满期待，在医术有限、人才缺乏
的当地而言，发达地区医疗义诊团的到
来让州医院的每一位医务人员热情高
涨。副院长郎克说“当地群众闻讯赶来，
提前排队等候，义诊团不仅会对我们的
患者提供高效治疗，也给我们的医务人
员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接下来

的 8天时间，我们通过义诊团的科室交
流、查房、专业讲座中学习借鉴他们的工
作方式和工作理念，借机不断提升自
己。”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展办主任
苗丽亚表示“因为时间有限，能给咱们黄
南带来的帮助是有限的。但是通过这次
机会，我们愿意为缺人才、技术有限的黄
南州医疗工作提供长期的帮助，比如免
费培养医疗人才，也可以通过远程会诊
随时进行医术交流、病情讨论。对贫困
家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开通绿色通道，
不用挂号直接进行救治，费用也将减
半。”

这支高水平的专家团队不仅为我州
群众送来精湛的医术，带来党和国家对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关怀和温暖，
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华
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专家们专业
的诊治、耐心的解释和贴心的关怀得到
了群众和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一致好评，
深受欢迎。

此次活动的开展对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共享，提升县级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各
族群众生活质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具有重要意义。对增强群众的卫生
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意识，促进健康扶
贫工作深入开展具有助推作用。

千里义诊 情暖高原

本报讯（通讯员 贾垚）“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文化旅游业发展是经济发
展的一张好牌，推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
和精准扶贫深度融合发展作为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的重要途径，130多家农家乐让
群众享受旅游业发展的红利。今年上半
年，尖扎县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90余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31亿元；贫困人口
从 2016 年末的 2558 户 9642 人减少至
2017年末的1902户7492人，贫困发生率
从22.44%下降至17.44%。

黄河流经尖扎县域 96公里，为发展
乡村旅游和全域旅游带来了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近两年来，尖扎县以全域
旅游的思路着力打造当顺、能科、尖扎
滩脑山片区迷人草原风情为主题的休
闲度假游，坎布拉、康杨川水片区农家
体验为核心的生态乡村游，马克唐、昂
拉片沿河片区生态亲水为主题的乡村
水上游。以美丽的乡景吸引游客，让贫

困群众靠山水美景，有事干，吃香这碗
“旅游饭”。

全省易地搬迁观摩点、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试点村昂拉乡德吉村，以市政公
路标准设计建造村内道路，配套修建旅
游公厕和休闲栈道、车行道、景观平台
等景观设施及自驾游营地，不仅方便群
众生产生活，又提高了旅游接待条件。

尖扎县政府围绕群众对农家乐怎
么干的问题，专项投资 120余万元为每
户农家乐进行升级改造，修建厨房、卫
生间等设施，配备餐具、沙发、电视等物
品，并在移民安置点建成“小吃一条
街”，配备专门的摊点供贫困户销售特
色美食，展现尖扎特色，带动群众增收；
扶贫工作队员深入农家乐，从细微处着
手，从制定菜谱到开门营业，全程指导，
增强群众致富信心。尖扎县林业、农牧
等部门引导群众成立德吉村苗木种植
合作社，租赁 230亩耕地，建设观赏性花

海，种植花卉 110亩，实施西红柿、大田
辣椒等精细菜种植和油桃、核桃等林果
栽培，建设 50亩的蔬菜、果品采摘区，由
单纯的种植农业向经济农业、观赏农业
转变，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送技术下乡”又是尖扎县帮群众
走上长远富裕路的实在计划，近年来，
尖扎县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为贫困村
书记、主任和乡村旅游带头人授课，并
组织赴西宁、海东、甘南等地学习乡村
旅游发展经验。截至目前，共组织旅游
扶贫培训 4次，培训人数 100余人，开展
中式烹饪、堆绣、唐卡等技能培训班 34
期，培训人数 1675人。同时，开发“昂拉
千户府邸红色教育基地—德吉村乡村
旅游示范基地—扎玛当休闲农业基地
—能科生态文化体验基地”等跨区域特
色文化旅游线路，形成了月月有亮点、
季季有看点的乡村旅游“风景线”，提升
尖扎乡村旅游的知名度。

山水美景让群众吃香“旅游饭”

本报讯8月18日，同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限
塑”专项整治行动。

同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后对同仁县辖区内热贡
路、德合隆路、中山路、夏琼路、年都乎市场、金色谷
地农贸市场及全州大中型超市和商场销售和使用塑料购
物袋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截至 8月下旬，检查商户
200余户，其中38户市场出租摊位经营者存在经营中使
用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 0.025毫米和不符合塑料购物
袋环保、安全和标识通用技术要求等现实问题，执法人
员在现场笔录的同时，采取现场指导和法规宣传的方
式，为经营者讲解法规常识和如何识别超薄塑料袋等内
容。为有效规范市场塑料购物袋管理行为，执法人员要
求市场经营单位依法向塑料购物袋生产厂家、批发商采
购塑料购物袋，并索取相关证照，建立塑料购物袋购销
台账，以备查验。防止不合格塑料袋对消费者身体健康
和地区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限塑”检查保生态

本报讯 近日，河南县公安局开展对涉赌违法犯罪和
枪爆物品的打击整治活动。

8月 21日，河南县公安局巡警大队联合宁木特镇派
出所在辖区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整治行动。期间，在宁木
特镇赛马场查获三台游戏赌博工具，并当场销毁。收到
群众主动上交的子弹 101发。经了解，该群众在老房子
内发现子弹，认识到私藏枪支弹药属于违法行为，随即
上交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成功消除了涉枪涉爆安全隐患。

河南县消除涉枪涉爆
安全隐患

评比牦牛种公牛选育赛现场 才仁措 摄

科室教学科室教学 马文莉马文莉 摄摄

同仁县

本报讯 今年以来，泽库县通过年初计划制、月末总
结制、季度通报制、年终考核制全面开展干部网络培
训。1-8月份泽库县在线学习人数1906人，每天上线学
习人数 800多人次，人均学习 5学时，其中在线学习时
间最长达15学时，全县上下形成了主动学习，积极学习
的良好学风。

干部网络培训根据全年所学课时、学分要求，各单
位及时制定全年学习计划，将必修课程统一安排至上半
年，选修课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
方面进行安排，每月按计划完成学时数。按月进行总结
对比，实行一季度一通报制，按要求在年终开展考核
评定。

通过“四学制”，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干部的学习热情，
实现了从“要我学”向“我要学”，从“应付学”向“深入学”，
从“学了什么”向“学会什么”的转变。

泽库县“四学制”
抓实干部网络培训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