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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同仁市格拉滩的青海晟大生态
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蛋鸡养殖场，一批批新鲜
鸡蛋通过三栋封闭式现代化标准鸡舍，源源不断
地被传送到干净清爽的装蛋车间。5名工人各司其
职，完成分拣装托、喷码和装箱运送——一枚枚
新鲜鸡蛋，通过清洗、吹干、杀菌等道道关卡
后，及时被运送到终端市场。而这复杂的流程，
只需要短短三个小时。

在蛋鸡养殖场的装蛋车间里，家住尕沙日村的
杨毛措正熟练地将一枚枚新鲜鸡蛋装进一旁的托
盘中，他的同事娘毛才让将装好鸡蛋的托盘送到喷
码环节。

“这个活儿好上手，离家近、工资高。”杨毛措大
声说着，手中的活计并没有停下。今年7月，她正式
成为公司员工，每月可以拿到4100元的工资，可以
无忧照料家中92岁的老母亲。

随着一个个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落地运转，如
今，许多昔日仅以务农为生的村民有了新的营生。
在晟大公司里，像杨毛措一样从地道农民摇身变成
企业工人的员工有十余名。

来自保安镇东干木村的华旦已经是公司的老
员工了。两年前，他经人介绍来到公司，在有机肥
生产车间当起了一名学徒，跟着同事学习机械维修
技术。两年后，他已经能独立应对所有常见的机械
故障，已然变成了一把维修能手。

“基地建设之初，我们获得了东西部协作资金
2000万元。饮水思源，企业有了发展，就该带动村
民一起致富，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晟大公司负责
人陕真博说。公司每年为保安镇东干木村给付土
地分红40万元，并就近吸纳村民就业，提供稳定的
就业岗位。此外，从今年起，将每年为同仁市29个
脱贫村分红145万元。

俯瞰晟大公司，白蓝相间的建筑镶嵌在格拉滩
千亩黄果梨基地绚烂的秋色里。基地四周偌大的
黄果梨园区也是公司的主要产业之一。“黄果梨园
区的流转，使村集体每年多了40万元的收入，，这
些‘家底’也为乡村振兴创造了价值。”保安镇东干
木村党支部书记加羊说。

和日村的幸福“石变”
—— 泽库县古老“和日石刻”重放光彩

石刻技艺在泽库县和日
镇和日村历史悠久。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中，和日村紧
抓“一村一品”工程时机，
依靠传承于祖辈的“琢石”
技艺，将石刻产业做得有模
有样。

10月20日，记者在这个
把石头“玩出花”的村庄看
到，一排排黄色院落被纵横
交错的巷道贯通起来，院落
中堆放的等待雕琢的石板和
不时传出的“叮当”声，仿
佛在告诉造访者，这个村与
石头的不了情。在全镇11个
行政村和日村最数草场质量
差、畜草矛盾较突出，2005
年通过生态移民安置到现
址，客观条件不足以让牧民
完全依靠传统畜牧业维持生
计。想改变就得另寻出路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和日石刻”让大家真正懂得
祖辈留下的“财富”。

本着增收与传承并行的
目的，和日村依托“一村一
品”工程，以“支部+公司+
牧户”为模式，于2009年成
立和日石雕艺术有限公司，
经过多年发展，实现了“人
人有技艺，户户有作坊”，形

成茶台、砚台、镇纸等石雕
工艺用品的产品矩阵，并面
向黄南州、外州县、西宁及
省外推广销售。记者了解
到，和日村目前有376人从事
石刻产业，占全村人口的三
分之一，其中有1名国家级、
1名省级、6名州级和37名县
级非遗传承人。

走进牧民更登家，他和
两名村民正在刻石，简陋的
工作间里各型刻刀、角磨机
等雕刻工具俱全。更登是省
级民间工艺师和州级非遗传
承人，这间“陋室”更是走
出了 100 多位牧民雕刻师。
除了“定点培训”，他也时常

“送教上门”。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三

年来，村里通过石刻获得产
值300余万元，户均增收1.4
万元至2万元，最高可达4万
元，石刻业已成为全村支柱
产业。曾经生活窘迫的牧
民，拿起雕刀磨具，伴着手
下普通石头的蜕变摇身成了
十里八乡的致富能人。眼
下，和日村两委班子看着火
热的直播经济坐不住了，打
算让古老的技艺搭上数字快
车道，进一步放大非遗经济
效益的同时提振文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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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工艺品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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