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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住产业发展“牛鼻子”阔步共同富裕新天地

隆冬时节，走进尖扎县的村村落落，
一个个村集体产业之间暗自竞争的浓烈氛
围让人耳目一新。村党支部召集村民集思
广益、去往县城登门咨询……为了能让集
体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壮大，各村“股东
们”提起百倍精神，精心筹划崭新的门
路，到处寻求资金支持，一时悄然形成了
一股比拼、赶超的气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
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对尖扎县乡村振兴局来说，从选定试
点村到项目规划，再到最终确定项目实施
方案，2023年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所有项
目正式破土动工前的这几步，都要在开春
前全部尘埃落定。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让
我们对下一步工作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
也让大家有了更充足的底气。”尖扎县乡
村振兴局局长杨吉加带头组织全局干部职
工、全县各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
党支部书记和新入职选调生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同时结合全县乡村振兴工
作，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
就在这个过程中，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和路径渐渐趋于清晰、完善。

“2023年，我们要继续把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扎扎实实
落实防返贫政策，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杨吉加说，在此基础上，要拿
出“绣花”功夫做好项目库，监督使用好
乡村振兴资金，让资金在产业建设中发挥
大作用，走规模化、集约化的路子，让产
业收益惠及千家万户。

历经脱贫攻坚期大刀阔斧的改革升
级，尖扎县乡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
变化，但源自县域自然地貌的千差万别，
使得“山上”和“山下”矛盾依然突出
——在尖扎县，沿黄三镇一乡和浅脑山区
六个乡在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上有着较为
显著的差距。

由此，资金向山上倾斜，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发展均等布局，成为了尖扎县推
动全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浅脑山区的山村接
二连三被定为试点，随之开启高质量发展
的巨轮。如今，探访尖扎县一座座山村、
一幅幅基础设施完备齐全、集体产业风生
水起的崭新面貌正呼之欲出。

喂食、消毒、投药、清扫过道、分拣
鸡蛋、注射疫苗……前不久，走进乡村振

兴试点村马克唐镇加让村，尖扎志和养殖
专业合作社饲养员们正忙得不可开交，在
刚完成主体建设的自动化鸡舍里，村党支
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吉合加正在绘声绘
色地向县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兜售”他
们将如何利用全自动设施设备迈上新台阶
的计划。

“我们通过乡村振兴、农牧等方面的
产业扶持，争取了470万元资金，计划
2023年再扩大养殖产业规模，发展肉鸡、
生猪养殖，还计划开办乡村旅游接待
点。”2022年，养鸡场收益达到70万元，
这让吉合加对扩大集体产业规模有了足够
的底气，意气风发的他看上去活脱脱像个
充满干劲的年轻小伙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分配制
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
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
……”作为村里致富能手，吉合加对此番
话语感触颇深，“政策好，我们就更不能
偷懒，要想把日子过好，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还是要靠自己。”他认为，躺在政策
的“温床”上，不如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此，面对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担，
他像个转动的陀螺，总是有忙不完的
事儿。

开足马力的加让村是尖扎县将乡村发
展触角由沿黄谷地伸向浅脑山区的缩影，
如今，在“精准滴灌”式的扶持下，越来
越多的“后进村”被推向新时代新征程的
广阔舞台，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

展开尖扎县乡村振兴2023年的发展
蓝图，在已完成的10个试点村前期规划
外，又有5个已确定“名单”的新试点村
即将完成规划和项目实施方案，3月将正
式开工建设，昂拉乡尖巴昂村正是其中
一个。

尖巴昂村是尖扎县红色旅游的热点村
落，青海保留最为完整的贵族庄园昂拉千
户府就坐落在这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初，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段比“七擒孟获”
还要曲折的故事，成为解放初期党的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一次成功
实践。

如今，昂拉千户府已被命名为青海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经七十多年，这座
曾经的贵族庄园已洗尽了铅华，但历史刻
下的每一处印记却依然清晰可辨，成为深
深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

“我们这里气候好，加上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发展产业非常有优势。”谈
起下一步发展目标，尖巴昂村第一书记李
玉栋信心满满地说，将整合村里现有的种
植和养殖产业，组建有规模有潜力有代表
性的集体经济，依托昂拉千户庄园旅游资

源，发展休闲采摘等特色产业，以达到聚
人气、聚财气的目标。

刚刚过去的2022年，尖巴昂村整合
盘活原有的两个生猪养殖合作社，改造了
格日社苹果园。同时，在试栽500株车厘
子取得成功后，又争取到了樱桃园提标升
级项目资金300万元。作为2023年乡村振
兴试点村，李玉栋有信心，不久的将来，
集体产业发展将能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搞产业发展，基础要稳。”尖扎县乡
村振兴局局长杨吉加说，产业发展是实现
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路径，但如果守不住
防止返贫底线，那么共同富裕将沦为空
谈。为此，党的二十大以来，杨吉加组织
工作组，深入尖巴昂、崖湾村等重点村
落，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防返贫监

测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为什么
巩固、怎么去拓展”为主题，开展了系统
的宣讲学习，武装头脑，激发内生动力，
为乡村振兴筑牢基础和防线。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做大做强产业，围绕打造绿
色有机产品输出地，搭建产、供、销一体
化产业链，用乡村振兴产业园为村办集体
产业‘搭台’，让产业发挥更大的效益。”
杨吉加说，尖扎县乡村振兴局将更进一步
整合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等项目资金，围
绕村民的难点来推进乡村建设，落实垃圾
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等项目，一门心思
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在实现产
业多点开花、老百姓致富有路的同时，也
让乡村变得更加和美宜居。

行走在尖扎县的农村牧区，不论是沿黄丰沃的谷地还是远离喧
嚣的浅脑山区，人们建设和美宜居家园、发展产业奔向共同富裕的画
面总是令人应接不暇。

得益于高起点规划和高标准建设，近年来，尖扎县农村牧区乡村
建设和产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变化。

回望来路，脱贫攻坚期间，尖扎县依托沿黄气候、区位禀赋，集中
力量，整合资金，将一部分偏远、闭塞、发展滞后的农牧民迁入新的搬
迁点，并因地制宜打造富民产业，让离开故土的农牧民在新村里“稳
得住、能致富”。

由此兴起的乡村旅游、特色种植、黄河民宿等新型产业的发展，
令德吉、来玉等一批新村居民，实现了“安置”与“安心”同在、“安居”
与“乐业”同行，成为尖扎县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和样板，也成为活跃
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网红打卡地”。

有人将尖扎县地貌通俗形象地比喻成“鸭掌”，从1960米到4600余
米，海拔的急剧攀升，让河谷肥沃的大地蓦然变为了纵横交错的山梁沟
壑。自然区位所限，比之沿黄谷地，浅脑山区发展潜力显得较为薄弱。

由此，资金向山上倾斜，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均等布局成为
尖扎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域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
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浅脑山区的山村接二连三被定为试点，
迈开了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如今，探访尖扎县一座座山村，一幅幅基础设施完备齐全、集体
产业风生水起的崭新面貌正呼之欲出，村民的生活品质有了质的提
升，经济收入屡创新高。

采访调研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尖扎县农村牧区巨大的变化，不
仅仅是水、电、路、网、厕以及村卫生室、学校、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的
全面改善，而且更加体现在和谐优美的生活环境和产业发展引发的
未来无限遐想里……

乡村旅游、民宿、农家乐、特色种养业……走进尖扎县每一个村
落，因地制宜打造的集体产业正蓬勃发展，村民参加技能培训掌握一
技之长，参股集体产业，争相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今天，以德吉、来玉、加让等村为代表的尖扎县乡村发展事业方
兴未艾。我们相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发展触角将伸向全县
各处，不久的将来，一个又一个充满特色的乡村产业将成为该县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长久、持续的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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