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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我州坚持科教兴州
战略，不断加大农牧业新品种引进示
范、关键技术系统集成、推广和应用，
推动农牧业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效显著。

以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业发展为导向，
系统谋划农牧科技创新工作。全面落实中
央 1号文件关于农业科技创新的决策部
署，大力推动科教兴农兴牧兴渔，重点推
进智慧生态畜牧业发展、构建农村农业科
技创新体系、开发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
完善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研究突破智
慧生态有机畜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良种培育、节水灌溉、循环农牧业等重大
关键技术，优质油菜杂交化率达到 80％，
马铃薯脱毒化率达到85％。

以科技推广为载体，强化农牧科技
自主创新。农业方面，开展小麦种子繁
育技术和综合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建立
小麦穗行圃小麦穗系圃 12亩、小麦原种
圃 85亩，建立 1000亩小麦阿勃种子扩繁
基地，平均亩产 350公斤，生产良种 35
万公斤。尖扎县沃宝、泽库县瑞泽等 4家

有机肥生产企业初具规模，探索走出了
一条“养殖业-畜禽粪物-有机肥-种植
业”循环利用模式。畜牧业方面，发展
畜禽规模养殖场 153家，完成 7个智慧生
态畜牧业示范点建设工作，建成牦牛、
藏羊标准化高效养殖基地 76个，有机畜
产品生产基地 25个。在全州 75个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实施牦牛、藏羊高效养殖及
良种繁育技术，累计推广牦牛藏羊 4.5万
头只，累计繁育“雪多牦牛”良种 4000
余头，打响了黄南州畜种区域品牌的靓
丽名片，在高原生物牦牛类群迁徙、进
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国际国内学
术研究价值。生态保护方面，黑土滩治
理、毒杂草防治等生态恢复技术取得突
破，采取无人机技术进行草地鼠虫害监
测、物种监测、生物量估算、草地斑块
退化调查等工作，积极采取免耕补播、
生物防控和绿色防控，共治理黑土滩
95.9 万亩，治理草原鼠虫害 5871.84 万
亩，防治毒害草 26万亩。

以农牧业科技产业园区为抓手，促
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建成省级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 4个、示范基地 10家，推广新
技术 8项。确立“一区五核”生态有机畜
牧业发展布局，实施藏区“菜篮子”信
息平台项目、青海三文鱼产品可追溯体
系建设项目及同仁县农贸市场监控体系
工程。积极与青海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合作，构建完善质量可追溯体系，完成
泽库、河南两县 17万头（只）牛羊电子
耳标佩戴及数据录入工作，形成涉农龙
头企业创新和科研院所创新“双轮驱
动”新格局。

以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快
农牧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全州建立县
级农牧业技术推广站 4个，推行农技人员

“包村联户”工作机制和“专家—农技人
员—科技示范户”科技服务模式，累计
举办新型农牧民知识培训班 120期，培训
11050人。引导科研教学单位在农牧业龙
头企业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建成青海圣
航农牧业有限公司蔬菜温棚全自动监控
系统，通过产研学深度融合，在沿黄流
域大力建成冷水鱼网箱养殖 5.6 万平方
米，加快了农牧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科技创新活跃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业

本报讯（记者 才仁措）9月4日，黄南州妇女联
合会99公益日网络众筹活动在我州启动。

青海省现有15个深度贫困县、104个藏区深度
贫困乡镇，黄南由于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妇女文化
水平较低，生活条件差，个人卫生健康意识薄弱，生
殖保健知识缺乏。长此以往易导致多种妇科疾病，
据统计青海藏区妇女发生宫颈癌的概率要比其他
地区女性高10倍，为让藏区母亲、贫困母亲健康度
过每月“例假期”，树立健康生活方式，黄南州妇联
发起99公益项目，为母亲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此次活动是由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发起的“送青海藏区妈
妈健康”和“关怀贫困母亲”一起捐活动，腾讯基金
会将继续拿出2.9999亿元用于“随机配捐”，在9月
7、8、9日上午 9时开始，每天配捐金额余额 1亿元，
各地所募捐善款以及配捐将全部返回当地用于开
展贫困母亲慈善项目。

99公益日

网络众筹活动启动

本报讯 7月 27日，多某向尖扎县法院提交《人
身安全保护申请书》，称与其丈夫多某某 2016年 5
月19日结婚，婚后共同生活期间，经常因家庭琐事
而遭受其家庭暴力。并向法院出示了手机照片，照
片显示其背部有明显殴打痕迹，大腿部有大块的青
肿，多某称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期间，曾向所
在派出所报过警，派出所也出示过一份家庭暴力告
诫书，随后多某便回娘家居住，在娘家居住期间多
某某开始跟踪、骚扰多某，亲友、派出所多次调解未
果，多某某仍对多某实施暴力。

尖扎县法院受理多某的申请后，经调查及询问
当事人亲属确认有关事实后，认定多某的申请符合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条件，于7月
30日作出民事裁定，禁止多某某对多某及女儿实施
家庭暴力，也禁止被申请人多某某骚扰、跟踪、接触
申请人多某及其近亲属，如有违反，将根据《反家庭
暴力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承办法官对
被申请人多某某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希望他珍惜夫
妻感情，拒绝家暴，当庭告知违反裁定书内容的法
律后果。多某某当即表示，原本以为夫妻之间的打
闹，无伤他人，现已触犯了法律，今后一定改正自己
的错误，严格执行裁定书内容，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最后承办法官劝说被申请人父亲协助法庭监
督多某某，共同为申请人撑起一道法律的保护屏
障，全方位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全。

尖扎县法院发出
首张人生安全保护令

本报讯 9月 4日，黄南州文体广电局深入联
点村热旭日村开展联点帮扶结对和宣传党的政策
活动，并送去帮扶物资，为贫困户带去扶困救弱
的心意。

联点干部冒着秋雨深入联点热旭日村，开展
联点帮扶结对和宣讲党的政策活动，为39户贫困
户发放价值达七万余元的救灾物资，并入户填写
精准扶贫明白卡、精准扶贫管理手册、非贫困户
和贫困户调查表，同时结合近期迎接国务院脱贫
攻坚督查巡察工作，对热旭日村贫困户的结对帮
扶、走访慰问及党的惠民政策等进行宣讲教育。

该局干部鼓励大家要主动克服困难，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
量，也要积极维护民族团结，为热旭日村的繁
荣、稳定、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工作人员为贫困户共发放面粉 1950
斤，清油390斤，棉被39件，军大衣39件，雨衣
39件，雨鞋39双等生活所需慰问物资。

联点帮扶 一起行动

本报讯（记者 马芝芬）在 56个民族
构成的祖国大家庭里，在多民族聚居的美
丽黄南，我们只有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团结一心，共同发展，才能构建永久的
和谐。

9月 5日，州创建办、州委组织部、
州老干部局共同组织的夏日广场“民族
情、团结颂”文艺展演活动暨黄南州老干
部艺术节启动仪式在热贡广场开幕。活动
在州老干部艺术团带来的器乐曲《天路畅
想曲》中拉开帷幕。乐团中有二胡、小提
琴、萨克斯、笛子、阮琴等，当中年龄最
长的已逾古稀，最年轻的也年近半百，在
演奏中，他们个个精神抖擞。那一根根琴
弦发出的美妙声音响彻整个会场，演奏者
和观众们都陶醉其中，广场上的人也越来
越多。

舞蹈《锦绣七彩梦》的表演者是州
老干部艺术团的 12名老干部，她们头戴
彩帽，身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脚踩绣
花鞋。她们手持牡丹绣图，踩着律动的节
拍舞姿舒展，矫健而柔美，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台下掌声四起，惊叹称赞声不
绝于耳。

舞台上藏舞、红歌联唱、器乐表演等
九个节目轮番上演，台下的观众也没有闲
着，他们拍手叫好的同时，纷纷拿出手机
定格这动人的画面。人群中的华什则不停
的按着快门键，还时不时的和旁边的伙伴
交流着。他告诉记者，退休的这几年一直
关注着黄南的发展变化，现在全州上下都

在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努力。
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着和平，正如同我们期
待着和谐，民族团结是我们前进的基石，
更是我们向上的开始。我们要在新时代精
神引领下，团结一心为了祖国的明天，为
了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奋斗。

淅淅沥沥的小雨慢慢下大了，舞台下
的观众们都打着伞兴致勃勃的欣赏着精彩
的雨中曲。州老干部艺术团副团长李长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州委、州政府的
关怀和支持下，艺术团在州老干局的领导
下于2013年6月成立，我们把身边的人和
事，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

用民间小调、曲艺等形式展现。近年来，
演艺水平、节目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我们
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社会多做一点
贡献。

草原为纸，瀚海为墨。写不完我州各
族儿女的感人故事，更道不完在创建路上
的铮铮誓言。全州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守
望互助，在奋进路上谱写新乐章。

老有所为 同心共谱民族团结新篇章

本报讯 （特邀记者 姚斌） 8 月 22
日，记者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旗电
商”平台上看到，当地部分畜牧业、手工
特色产品已经上架。据悉，该县餐饮、缴
费等生活服务类电商正在加紧对接，一个
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助力当地群众致富
奔小康的电商平台，将正式上线运营。

去年，河南县被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此前，该县邀请省级电
商专家，对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普及电子商
务基础知识，还对全县干部职工、合作社
社员、企业职工、返乡青年等进行全面培
训，提升电商操作技能，营造人人懂电
商、人人会分销的良好商务局面；引进青

海报业发行物流有限公司，规划建设 1个
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和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5个乡镇服务站和39个村级服务点，提供
网络代买代卖、便民服务，叠加政策指
引、电商业务综合受理、物流快递管理、
电商文化展示、企业展示和文化旅游资源
推介展示等功能。

为有效破解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
里”和农畜产品上行“最初一公里”的问
题，河南县合理规划配送路线，强化区域
物流软、硬件建设，通过覆盖县、乡、村
的三级配送体系，实现县域内物流配送72
小时以内送达。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发
掘具有良好市场潜力的特色商品，培育

“蒙旗草原”等地方特色品牌，打造雪朵
牦牛、欧拉羊、乳制品等核心产品。同
时，该县通过大牧场、大基地、大品牌、
大企业、大市场建设，完善产品供应链和
标准化建设。

河南县借助互联网思维，向畜牧业提
质增效发力，通过开展“我为家乡产品代
言”“全员分销”、中国报商援河南、全国
蒙商河南行“全国采购”、线上线下融合

“全网销售”，使河南县优质畜特产品走出
县域，实现优质优价、增产增效，让畜牧
业真正成为当地群众脱贫摘帽后巩固成果
迈向小康的主力产业。

河南县力驱“电商”奔小康

黄南州老干部艺术团表演黄南州老干部艺术团表演《《天路畅想曲天路畅想曲》》 马芝芬马芝芬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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