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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湛蓝，草色金黄，远处的皑皑雪山让
草原多了一份点缀，温暖如春的房子里，斗格
杰喝着醇香的奶茶，盘点过去一年村集体产
业的“成绩单”。

斗格杰是河南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党支
部书记，该村地处河南县城东南部，下辖5个
社，草场面积22万亩，全村共有牧户258户
125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1户221人。
去年底，荷日恒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800元。

“今年村集体收益还没细算，估计可达
130万元，村民分红70万元左右，到时候，村
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突破万元大关。”说
到这里，斗格杰显得无比自豪。

荷日恒村地处牧区，产业结构单一，群众
增收难，尤其是早些年，村民住着土坯房，人
均居住面积还不到40平方米，收入靠牛羊，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村集体没资
金，村干部说话使不上劲。

斗格杰担任村支部书记后，转变发展思
路，牢牢抓住牧民群众最拿手的畜牧业做文
章，以“党支部+产业+合作社+牧户+贫困户”
的发展模式，兴办5个实体产业，以“小产品”
拨动“大市场”，实现从“优势资源”到“优势产
业”的转变，逐步形成以畜牧业为主导，多种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斗格杰挨个介绍村里的实体产业，2013
年成立荷日恒村合作社，利用农牧部门相关
项目的支持和行业精准扶贫资金，建成欧拉
羊繁育基地；争取省级农业切块资金项目12
个542.5万元，建成牦牛高效养殖基地；省
级财政支农切块资金100万元建成荷日恒村
畜产品加工厂；争取河南县特色产业扶持资
金280万元新建汽车修理城；挖掘本村手工
艺人潜力成立梅朵赛青民族服装加工厂。

斗格杰说，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51.2 万元，在预留村级发展资金的基础
上，实现户均分红1200元，解决建档立卡
贫困户就业51人。

口头的介绍和数字是枯燥的，不能直观

体现荷日恒村村民的幸福生活。荷日恒村村
委会在县城，村委会旁醒目排列着一座座厂
房，走进厂房，机器“嗒嗒”作响，来往的
工人步履匆忙，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加工厂内机器在转动，格斗坐在地上揉
羊皮，旁边摆放着几台缝纫机，一排房子里
摆放着制作好的成品，有蒙古服、马鞍、地
毯等民族手工艺品。

“这批民族服装色彩斑斓、质量好，又
能卖个好价钱。自从办了合作社，我们就能
抱团缝制、抱团经营、抱团销售，同时还能
带领更多的群众就业增收致富。”在荷日恒
村合作社梅朵赛青民族服装加工厂里，格斗
忙着手中的活说。

今年51岁的格斗是梅朵赛青民族服装加
工厂负责人，以前生活在牧区，家里有100
多头牛和200亩草场，合作社成立后，牛全
部交到了合作社，草场以每年1万元的价格
租了出去，在加工厂每月3000元工资，为
方便两个孩子读书，他在县城买了房。

梅朵赛青民族服装加工厂，和格斗一样
的5名工人，都是荷日恒村的村民，他们以
前过着游牧生活，如今得益于村集体产业的
壮大，在县城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梅朵赛青民族服装加工厂旁，是一排彩
钢房，是荷日恒村另外一项村集体产业——
汽车修理城。共有24间，因村里没人会汽车
修理，所以以提供服务和出租工棚的方式进
行运营，每间每年的租金1至2万元不等。

村委会前的一片空地，是荷日恒村的
“百姓大舞台”，是村民开展文体活动的场
所，每逢“七一”建党节、“三八”妇女
节、主题党日等，都会在这里举办活动，丰
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以前村集体没资金，村里既没有娱乐
场地，也组织不起娱乐活动，村民都是各自
忙各自的活，单打独斗，产业发展也没啥效
果。”斗格杰说。

离开村委会，我们来到县城一间畜产品
销售店，这是荷日恒村购置的商铺，是村里

的畜产品直销店，柜台上还摆放着包装好的
风干肉、酥油、酸奶、蕨麻等产品。忙着给
顾客打牛奶的拉毛才让说，今天已经卖了75
公斤牦牛奶，这些牦牛奶来自荷日恒村的合
作社。

拉毛才让是荷日恒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独自带着一儿一女，家里没有牛羊，只
有100亩的草场，家庭收入全部来自于打
工。

早些年，拉毛才让在村里的牧场挤奶，
每个月2000元工资。易地搬迁后，拉毛才
让一家搬到了县城的幸福小区，分了一套80
平方米的房子。考虑照顾孩子上学，村两委
将拉毛才让调到县城畜产品直销店工作，虽
然工资不变，但工作比以前轻松了不少，还
能顾上家和孩子。

“现在我就在家门口务工，既方便照顾
小孩，也增加了收入，年底还有分红呢！”

拉毛才让说着，眼睛里都是幸福。
斗格杰说，全村6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搬迁到了县城的幸福小区，住进了楼房，贫
困户的到户产业资金全部入股到了牦牛高效
养殖基地，基本上为每户提供一个就业岗位
到各实体产业就业。

如今，荷日恒的老村子几乎没人了，除
了少许放牧的家庭，大多数村民在县城居
住，或是自己买房，或是享受国家易地搬迁
政策，毕竟在城里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和更
优质的教育。

对于荷日恒村而言，村里的五大实体产
业是跨步迈入小康的“踏脚石”，住进城
里，拿着分红，稳定就业，这就是荷日恒村
村民的小康生活。

（来源/ 青海日报）

荷日恒：村强民富扮靓小康路

“今年我们村的集体产业发展势头如此
强劲，年底分红比起往年只增不减！”临近年
末，同仁市保安镇东干木村村民正在为年底
分红而津津乐道，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也在为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出谋划策、奔波忙碌，整
村呈现出一派繁忙和谐的欢乐景象。

今年以来，东干木村以抓党建促发展为
突破口，把发展村集体经济作为抓基层、打基
础、强堡垒的重要抓手，结合本村文化历史和
生态环境，盘活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借助政
策扶持带动项目发展，激活了乡村旅游、土地
流转、光伏发电、苗木种植4种村集体经济产
业发展类型，开辟出一条突出特色、发挥优势
的村级集体经济之路，预计2020年末村集体
经济收益将达到90余万元，全村195户村民
能够取得收益。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同仁市
将精准把脉“开方子”、项目带动“铺路子”、政
策扶持“搭台子”、培训教育“富脑子”作为“四
剂良方”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许
多跟东干木一样的村，都在为壮大村集体经
济探索新的路径，部分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也
都有了质的提升，跑出了村集体经发展“加速
度”。

瓜什则乡赛庆村把自然资源变为增收资
产，以“党支部牵头+合作社监督管理+贫困
户养殖”的发展模式作为带动产业扶贫的突
破口，将牦牛养殖作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主
导产业，有效解决了贫困户购买牦牛资金问
题，促使22户228人贫困户增收致富。该乡
力吉村依托格桑花海天然旅游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力吉滩帐房宾馆，通过草原美景、特色

美食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驻足，年收益30余
万元，致富道路越走越广。隆务镇隆务庄村
瞄准特色资源优势，以“党支部+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打造出一条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的“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年收益70
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强劲。
曲库乎乡立足地域资源优势，统筹整合财政
资金、村集体产业资金、村级自有资金，打造
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温泉品牌”路线，年收益
达50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造血”功能不断
增强。

目前全市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在10万元
到50万元之间的村有20个，50万元以上的
村有6个，相比往年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了质的
飞跃，群众增收致富期盼又近了一步。

（同仁市委组织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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