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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黄 南 州 2022 年 度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工 作 成 绩 单 出 炉

组织引领是前提，多措并举强机制。率

先在全省成立推进乡村振兴“八大行动”工

作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印发《黄南州推进

乡村振兴“八大行动”实施方案》，高质量推

进乡村振兴“八大行动”，领导小组下设8个

工作专班，健全“四项机制”，拨付专项资金，

建成可视化统一指挥系统平台，得到了省长

吴晓军批示和肯定。

构建发展新格局，乡村产业有特色。率

先在全省印发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

行示范州行动方案，编制完成先行示范州五

年专项规划，同步推进一市三县子规划，投

入近7亿元，全面整合涉农、衔接、东西部协

作等资金，并引导撬动金融及社会资本加大

投入。积极转型发展青稞、油菜、饲草、果蔬

“四个万亩”示范种植基地，高质量建设牦

牛、藏羊、犏牛、生猪“四个万头”高效养殖

基地。

天津援青产业兴，互助合作出成效。在

天津市滨海文化中心开设黄南州乡村振兴

特色产品馆，带动全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

特色文创产品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发展。

联合天津合力打造了绿色有机畜产品研究

院、高原病研究所、绿色农牧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技术示范推广、芦笋高值化加工及综合

利用等一批优质“智力+产业”项目平台，成

功研发出牦牛奶酪、牦牛肉香肠、精酿啤酒

等10个系列新产品。

一村一品强带动，特色产品促升级。尖

扎县当顺乡香干村（土烧馍）、泽库县和日镇

吉龙村（泽库羊）成功评为第十二批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成为提高农畜产品附加

值、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的典范。

探索总结新模式，联农带农结硕果。同

仁市抓住新机遇，抢先实施“3545万头”犏

牛基地建设工程，以“整村推进、集体经营、

股份合作、农牧互补、草畜联动、循环发展、

高效养殖”模式，探索出“12345”（一地两创

三促四园五带）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大做强

万头犏牛产业，构建起资源共享、基地共建、

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发展格局。

生态畜牧抢先抓，引领带动出经验。依

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牦牛全产业链

典型县建设机遇，稳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

升级，为全省草原畜牧业转型发展贡献“黄

南力量”、凝练“泽库做法”，泽库县成功入选

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

三品一标上台阶，品牌带动强增收。扎

实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

准化生产工作，让好品种、高品质、强品牌、

绿色生产成为“天赐蒙旗·全域有机”的鲜明

优势，成为全省唯一入选2022年全国农业

生产“三品一标”的典型案例。建成河南县

牛羊活畜交易集散中心，为牧民提供托养、

检疫、售卖一条龙服务，带动当地就业、增加

牧民收入，促进绿色有机畜产品溯源体系建

设，真正实现了“建一处市场、活一片产业、

富八方群众、促产业振兴”的目标。

队伍建设是根本，增添人才新活力。立

足全州乡村振兴工作实际，抓紧人才交流机

遇，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走出去和引进

来”相结合，选派州乡村振兴局1名副局长

赴国家乡村振兴局挂职，天津市滨海新区、

农行青海省分行各选派一名副处级干部到

州乡村振兴局挂职副局长，从同仁市、尖扎

县、泽库县各选派1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到江

苏对口帮扶地区挂职锻炼，从一市三县各选

派1名业务素质优秀的干部到州乡村振兴

局挂职锻炼，从各乡镇共选派18名干部到

各市县乡村振兴局挂职锻炼，不断夯实乡村

振兴人才队伍基础，全面筑牢乡村振兴人才

基石。

乡村治理成效显，培育风尚举措足。全

面推进农牧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文明乡

风，强化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禁毒禁赌会、道德评议会“一约四会”治

理作用，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深化年”活动，

指导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寺规僧约”“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常态

开展农牧区群众性精神文化、文明创建活

动，树立文明新风。

法治乡村添亮点，和睦邻里你我他。颁

布实施全省首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地方性

法规《黄南藏族自治州城乡社区治理促进条

例》，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2个、“全

省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深化“枫桥经验”

黄南化实践，成功打造“枫桥式”三星级司法

所11个、四星级6个、五星级7个。尖扎县

昂拉乡德吉村、河南县托叶玛乡曲海村评为

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文旅融合促发展，乡村旅游再升级。围

绕打造省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不

断融入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

设。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发力、群众参与等

方式多点发力，打造了一批特色餐饮、康养

休闲、山地避暑乡村旅游亮点，使群众背靠

山水生态美景吃上了“旅游饭”，有效带动乡

村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传统村落走前列，五个率先结硕果。加

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率先在全省编制完成

《国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

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总体规划》等，率

先在全省申报成功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项目，率先在全省

开展州级传统村落名录评审和挂牌，率先在

全省完成国家级传统村落测绘建档，率先在

全省开展传统村落数字展示馆建设。

山水黄南风景好，非遗文化魅力多。充

分挖掘黄南深厚文化底蕴，发布《神韵黄南·

魅力非遗》宣传片，成为青海唯一入选“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全国25部优秀非遗宣传短视

频展播”名录视频，宣传展示了非遗黄南、山

水黄南、乡土黄南独特魅力和优秀非遗资源

保护成果。

文旅结合放异彩，美丽乡村游客多。尖

扎县来玉村通过“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的

方式先后新建了11栋具藏式和江南风格各

异的民宿，已成为“五大”产业并存的“黄河

民宿第一村”，并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德乾村瞄准草

原油菜花海，丰富的草地和高低起伏的山地

资源，实施“尖扎云边漫步帐篷家民宿”项

目，被游客誉为“云边漫步”帐篷家，成为网

红打卡地。德吉村入选第一批青海省文化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

生态宜居产业旺，依山傍水难忘返。同

仁市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露营基地，推出扎

毛乡“芊桑别院”农田休闲观光园产品项目，

引资项目“云端热贡”野奢营地，为乡村旅游

注入更多鲜活的可能性，加吾乡坚持推动自

然资源与休闲度假产业融合发展，以打造城

市近郊乡村旅游休闲功能区为目标，打造

“在那东山顶上”旅游项目，实现生态旅游

“有颜值有卖点”。

抢占宣传新高地，助推振兴添氛围。建

立中央驻青及省垣媒体、州内媒体和地区单

位协调协作、联席会议、宣传通报机制。举办

“青海这十年”黄南专场新闻发布会，与省内

主流媒体策划开展“我在德吉陪您过大年”

“山水黄南新样板”“我们的十年·黄南篇”等系

列主题宣传。截至目前，中央驻青媒体报道

黄南新闻1600余条。“唐卡之乡看扶贫”等系

列宣传报道在《人民日报》刊发，尖扎县乡村

振兴优秀案例《家门口吃上文化“大餐”，精神

生活更丰富》被《人民日报》节选，《黄南：“守绿

生金”三江源》在《半月谈》刊发。

产业就业固成果，群众增收渠道多。坚

持把以工代赈项目作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实现增收的主要渠道，通过技能培训、公共

就业服务等途径推动“热贡艺术”“瓜什则酸

奶”两个省级劳务品牌和省级劳务品牌优胜

奖“同仁黄果”提质增效，大力培树新的优秀

劳务品牌，巩固强化“2+1+N”劳务品牌发

展模式，被人社部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

生态建设有特色，乡村振兴底色浓。坚

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区域整体

生态功能不断提升，持续巩固县乡两级水源

地专项整治成果，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整

治，大力推进流域污染防治等工作。水功能

区达标率10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生态宜居的扎毛乡高原美丽乡村。

张海麟 摄100%、一市三县生活污水处理

厂达标排放率100%。

防治结合环境优，生态示范成典型。黄

河流域尖扎至同仁段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

目作为我省唯一项目上榜，在全国竞争性答

辩中，黄南州在29个省市中脱颖而出，排名

全国第一。推行全域“禁塑”，实现县城40

公里外乡镇村社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实现

农作物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天然草场牲畜有

机认证、牦牛藏羊原产地质量追溯、农牧业

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四个全域覆盖。泽

库县荣获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

四好公路强导向，公共服务再提升。深

入贯彻落实省州《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2月底，州人

民政府与青海交控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和地方干线道路养护合作战略协议，开启

了全省交通领域政企合作的先例，为全州地

养省道和县道专业化、市场化养护探索了新

路径。打造全州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

改革全国示范亮点，完成《黄南州农村公路标

准化养护手册》编制工作，该手册为全省首个

地方性市州级农村公路养护规范。

（文 / 黄南州乡村振兴局
图 / 记者 张海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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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的扎毛乡高原美丽乡村。

秋日下航拍文旅融合，乐享文化之旅之保安藏式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