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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同仁市紧紧围绕少先队改革，牢牢
把握少先队组织根本任务，发挥少先队优势，不断加强
少先队组织基础建设，强化少先队体验教育和推进少先
队工作社会化，少先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级少先队
组织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坚持将德育和少先
队工作统筹安排、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少年儿童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切实将校园德
育工作作为少先队工作扎实推进的前提，实现德育、少
先队工作一体化发展。在全市各小学成立辅导员、大队
长、中队长三级网格管理队伍，切实强化对全市各级少
先队组织工作的领导，为扎实推进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
展提供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各级少先队组织规章制度，
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为有效推动少先队工
作提供制度保障。紧抓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10·
13”建队节等重要节点，扎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律
知识进校园”、争做“四爱三有”好少年作文竞赛、推广普
通话主题教育、疫情防控主题教育、国旗下演讲、发展新
队员入队等各类少先队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知党恩。并充分利用校园内相关设
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艺活动，丰富课余文化
生活，助力少先队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少先队大队25个、中队302个、小队512个，少先
队员8411名，大队辅导员25名。2020年12月同仁市
一完小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授予2020年
度“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

本报讯 2021年“五一”假期，黄南州
德吉村、昂拉千户府、坎布拉、隆务寺等主
要旅游景区呈现游客高涨态势，生态旅
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非遗主题游、自
驾游等较为突出，进一步拉动了黄南的文
旅消费。假日期间，全州接待旅游人数达
到15.5845万人次，同比增长149%，入境
游客 5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38312 人
次，同比增长104%，一日游客116988人
次，同比增长167%，旅游总收入2152.08
万元，同比增长164%。

黄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加强文旅资
源宣传推介，制定以“融合、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乡村文化旅游、建党100周年献
礼、第三届青海·热贡文化旅游节、非遗进
景区展演展示等四大系列活动。并坚持

“线上线下”相结合，采取发布假日旅游预
告、制定假日最美旅游精品线路等多种方
式，在“携程”“美篇”“微信公众号”等手机
APP平台大量推送黄南旅游景区景点，进

一步扩大文旅宣传覆盖面，为迎接“五一”
假日旅游高峰奠定了良好基础。

黄南州加大旅游配套设施完善、旅游
接待服务提升和旅游宣传推介，以及特
色农副产品等旅游产品开发力度，大力
推出农家休闲游、黄河水上游、沿黄景观
游以及特色美食品尝、农家烧窑等旅游
项目，深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假日期
间，黄南“乡村旅游”仍是省内外游客的
短期旅游首选之一。德吉村、噶达庄园、
藏家大院、直岗拉卡现代农业示范园等
乡村旅游接待点游客爆满，共接待游客
5.07万人次。

“五一”假期昂拉千户府红色旅游景
点游客人数骤增，迎来游客1491人次，成
为黄南地区备受关注的旅游景点之一。
目前红色旅游已经实现了传统教育与休
闲方式的有机结合，寓教于游、寓教于乐，
实现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大众化和常态
化。今年“五一”黄金周与往年不同，游客

中有重温当年岁月的老同志，有在校的大
学生，有机关单位的干部，还有很多父母
领着孩子到这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自驾游作为假日出游的重要方式。
“五一”假期，全州主要旅游景区、酒店、乡
村旅游接待点自驾游、自助游呈现增长势
头，游客主要来自四川、甘肃及西宁、海
东、海南等省内外，自驾游占我州旅游市
场一半以上。

为保证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文明、有
序、祥和的“五一”假期，全州文旅部门精
心谋划、有序组织，开展督导检查、24小
时值班制度等措施，为假日旅游保驾护
航。督查组赴重点景区、乡村旅游接待
点、文化场馆、文博场所进行安全生产及
市场秩序检查，对文旅市场安全、舆情处
理、疫情防控、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监督指导各地落实安全措施、迅速
整改问题，确保假日期间文旅市场安全
有序。

本报讯 近日，“黄南心理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试
行上线运行，标志着黄南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迈
出可喜一步。微信公众号设置“家长心理”“学生心理”

“教师心理”三部分九个版块。其中，“家长心理”有家长
学校和社会热点两个版块，“学生心理”有心理微课、心
理知识、学生电台、各校活动四个版块，“教师心理”有热
点视角、教师论坛、政策解读三个版块。三部分九个版
块基本涵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各方面，推送内容除心
理及家庭教育热点文章、教师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
知识普及外，还将包括黄南州各校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及
学生自主广播电台等工作动态。微信公众号的上线推
广，将帮助未成年人解决学习生活、情绪调适、人际关系
等方面遇到的心理困扰问题，引导家长科学应对教育焦
虑情绪，缓解教育压力。

“黄南心理健康教育”
微信公众号上线

康杨镇12吨高品质芦笋发往连云港

同仁市一完小荣获2020年度
“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

“五一”假期黄南旅游揽金2152万元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格桑嘉措
热贡艺术传播中心“爱心驿站”第38站来
到了同仁市隆务镇，格桑嘉措为同仁市清
尘环保公司的39名环卫工人送去39袋面
粉和39桶食用油。

烈日炎炎，身穿橘色马甲的环卫工人
们忙碌的身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
见。他们为城市的清洁，挥洒汗水，尽职
尽责。尤其是假日期间，外出人数和游客
增多，保持城市卫生的干净极其重要，不
仅为大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更是代表
着城市的形象。环卫工人马如骨牙说：

“这几天工作任务加重了，每天出门的时
间更早了，作为环卫工人，想为市民们提
供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同时，也希望大
家能爱护环境，共同维护好城市环境。”

刚打扫完隆务老街小花园后，环卫工
人收到了格桑嘉措送来的慰问物品，看着
一袋袋面粉分发到大家的手里，她们高兴
地一遍遍重复着“瓜正切”。

格桑嘉措说，他的“爱心驿站”及公益
之旅，跟他的父亲有关。在格桑嘉措父亲
病重离世之前，叮嘱他说：“儿子，以后自
己有钱有能力了，不能只为自己，要为他
人着想，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后来，经过
格桑嘉措的不断学习和不懈努力，现在他
已经成为热贡文化人才培养示范户、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热贡艺术唐卡示范

户。目前，格桑嘉措热贡艺术传播中心有
19名当地学员。

格桑嘉措说：“我取得的成绩，离不开
党和政府的扶持和培养，现在我有能力帮
助别人了，我想通过做公益的方式，回报
大家、回馈社会。”

关于格桑嘉措热贡艺术传播中心“爱
心驿站”的下一站，他说：“我想积极响应
中央的号召，助力乡村振兴，比如自己带
动就业、吸纳学员，在传承热贡文化的基
础上，传授唐卡绘画技艺，发展文创产品
……”

格桑嘉措的“爱心驿站”
—— 给环卫工人一份假日的关怀

本报讯 近日，黄南州组织相关评审专家召开《黄
南州全域旅游规划》评审会，《规划》针对黄南目前旅
游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市场需求和发展目标为导
向，对黄南州全域旅游发展进行了科学、系统、全面地
规划。经评审组评议一致认为，规划体系完善、规范，
理念先进、思路清晰，具有前瞻性，符合国家和省上有
关全域旅游发展的有关要求，能够指导黄南未来一段
时间的全域旅游发展，同意《黄南州全域旅游规划》通
过评审。

《黄南州全域旅游
规划》通过评审

本报讯 近日，由黄南州人民政府、州文体旅游广
电局主办，同仁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州文化馆、同仁市
文化馆承办的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学党
史、传精神、跟党走”为主题的2021年隆务地区夏日
广场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热贡文化广场举行。该活
动将在为期五个月的时间里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文化活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展示建
党 100 年来黄南群众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精神
面貌。

黄南州夏日广场文化
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芝芬）4月29日，一
辆满载12吨高品质芦笋的冷藏车，承载着
尖扎县聚民、龙鼻梁、绿园三个芦笋种植
合作社90余户农民的希望，从康杨镇出
发，驶向连云港。

三年前，在州、县、镇各级领导和农牧
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青海第三
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尖扎县康杨镇，
与聚民、龙鼻梁、绿园三个芦笋种植合作
社合作，利用撂荒19年的贫瘠土地，开始
了芦笋种植产业。

尖扎县农牧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夏吾乃旦介绍说：“尖扎县抢抓全省‘菜篮
子’工程由湟水流域向黄河流域战略转移
的有利时机。在川水地区集中连片兴建
日光节能温室，通过这几年的努力，由原
来的66栋增加到目前的1125栋，净菜面
积达到了800亩。先后引进芦笋、羊肚
菌、木瓜、草莓、火龙果、无花果、生姜、花
生等附加值高的果蔬产品，同时绿色标准
化的栽培与绿色防控技术的广泛的应用，
使生产出的果蔬产品更加健康绿色安
全。目前草莓、辣椒、桃、葡萄荣获国家绿

色食品A级产品认证。设施农业的各类
蔬菜产能每年保持在1500吨以上，产值
达到1000万元，通过从分散到集中，从粗
菜到细菜，从传统的种植到科学的种植，
从无品牌到绿色认证、包装专利，尖扎果
蔬产品实现了从产品到商品的蜕变，尖扎
设施农业呈现出小块农业区‘你无我有、
你有我精、你精我特’新亮点。”

走进尖扎县康杨镇蚂蚁滩芦笋种植基
地，一片片纵横交错的芦笋长势喜人，脆嫩
的笋芽破土而出，基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
农户们正在采摘。“4月份是芦笋第一茬采
摘期，最近气温回升，芦笋长得很快，三四
天就能采摘一次，第一茬采摘能持续15
天。”正在基地忙前忙后的青海省第三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谷正华说道。

今年50岁的老马住在采摘基地不远
处的巷道村，每天早上8点左右，与街坊邻
居一起来到采摘基地劳作。“现在气温越
来越高，芦笋长得很快，今天割下一茬，过
几天又能长出来不少。一天还能挣100
块钱。”老马笑着说。

在芦笋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工刚

刚采摘的新鲜芦笋。按照19厘米、15厘
米的标准分类包装。工作人员介绍，芦笋
要经过分级切割、过秤捆扎、装箱成品、贮
存保鲜、运输销售等程序才能送到老百姓
的餐桌上。

谷正华表示，尖扎县把芦笋种植项目
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重点项目，今年
是芦笋在尖扎落地的第三年，产量预计在
120吨到150吨之间，主要的市场是国外
出口市场、国内批发市场。目前已经和江
苏连云港百福来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睢县
食品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江南批发市场
达成供销协议。

据介绍，为了今年能有个好收成，年
初公司安排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导清
棵、起垄、施肥和灌溉等。结合“青海人在
尖扎种植的芦笋”绿色品牌，通过多种渠
道加大宣传力度，把种植芦笋的康杨地区
打造成为名符其实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截至目前，已经产出芦笋27.5
吨，销售17吨。

文 图 / 本报记者 才仁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