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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风 暖 童 心 税 收 伴 成 长

本报讯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
改、以赛促建……4月4日，由青海省教育
厅主办，黄南州中等职业学校承办的2023
年青海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藏医特色治
疗技术与镶丝唐卡赛项，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聘请了省内藏医藏药专家
和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担任评委。包括藏
医病案分析、藏医艾灸技能操作、理论考
试、镶丝唐卡拓图粘丝等多个项目。来自
青海省各市州县职业技术学校14支代表
队、50余名参赛选手参加了2个赛项的
比拼。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参赛选手纷纷

拿出“看家本领”，拼技能、比速度、展风采，
充分体现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全面展现了全省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大赛为全省技能人才队伍培养建设搭建
了展示技能、展示形象的舞台，提供了互学
互鉴、合作交流的平台。

近年来，全州职业教育在州委、州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办学条件得到明
显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师资队伍
得到壮大，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
一批批技能型人才，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
绩。黄南州教育局副局长多拉太表示，本

次大赛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提高学生职
业素养的有效措施，是加强学生实践水平、
适应市场需求的有力保障，是提升职业教
育影响力、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
措。对进一步宣传职业教育，营造关心关
注职业教育的良好社会环境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经过激烈角逐，我州职业技术学校藏
医专业部拉龙卓玛在藏医特色治疗技术
技能大赛（中职组）中荣获一等奖、工艺美
术部才让羊增和杨杰加在镶丝唐卡赛项
技能大赛（中职组）中荣获二等奖。

技能 点亮出彩人生
本报讯 年初以来，黄南州坚持把抓紧抓好粮食生

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在首要位置，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锚定目标、铆足干劲，全力以赴抓好“三保”工
作，为奋力夺取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保耕地。推动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严守31.59万
亩耕地红线，划定27.6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巩固
扩大耕地撂荒复垦复种成果，持续整治耕地“非农化”、
遏制耕地“非粮化”。目前，结合春播整治完成耕地“非
粮化”0.065万亩，占年度计划任务的35.14%。

保面积。围绕“稳粮食、重油菜、强青稞、抓蔬菜”总
体目标,逐级落实农作物种植指标，分解下达全年农作
物播种指标30.07万亩。其中，粮食播种指标13.2万
亩、较上年增加1.05万亩，经济作物播种指标16.87万
亩、较上年增加2.97万亩。

保产量。加强高标准农田管理和保护利用，粮食生
产功能区6万亩全部种植粮食作物。结合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8.98万亩，坚持因地施策、因水定地种植油料
及青稞等农作物，主推阿勃、青杂7、9、11号等小麦、油
菜良种、覆盖率达到100%，确保粮食、油料、蔬菜产量
稳定在3万吨、0.81万吨和1.88万吨，分别较上年提高
0.2万吨、0.21万吨和0.4万吨。

抓好“三保”工作
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讯 乘着便民办税的“春风”，第
32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如期而至。国家
税务总局黄南州税务局联合国家税务
总局同仁市税务局深入同仁市年都乎
寄宿制小学，开展“春风暖童心 税收伴
成长”税收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拉开
了第32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序幕。

活动中，税务干部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贴近生活的实例，向学生们讲解了

“税”的概念、税收的作用及税收与国家、
学校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正在大力
出台的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等。在寓教于
乐、轻松快乐的氛围中，让学生们了解税
收的基本知识，懂得诚信纳税是每个公
民的义务，增强小学生诚信纳税意识，取
得实效。

图 / 同仁市税务局 供

依托资源打造亮点依托资源打造亮点 示范带动强村富民示范带动强村富民

本报讯 近年来，同仁市全面贯彻中央、省委1号文
件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农村牧区工作会议要
求，紧扣乡村振兴“八大行动”，围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建设，引新品、强技术、育良种、助推广，扎实推动
种业振兴工程，助推同仁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同仁市充分利用好中央、省、州级科技帮
扶团（组）力量，在下沉调研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引进省内外有种植基础、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好的“小
米”作为培育新品种，并根据小米特性和本地种植习惯，
在同仁市保安镇建立高原小米试验基地10亩，试验种
植优质小米良种16个，探索建立“高原绿色小米培育技
术+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培育模式。试种期间，农业专
技人员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时机下沉一线施行小米耕、
种、收全过程跟踪、全方位精细化管理，为高原小米种植
成功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2023年初，经
小米籽实和土壤样品监测，试验区小米重金属含量指标
均未超出限值，含有较高的铜、锌、铁、钾等元素，硒含量
超出市场小米硒含量（0.04mg/kg）的2倍。标志着“高
原小米”在同仁试验成功。

下一步，同仁市将围绕打造“百千万”绿色种植基
地，建设“小米百亩攻关田”100亩，主要推广张杂谷6号
和张杂谷13号两个优质良种，并瞄准生产和技术难题，
积极协调省州级专技人员，集成增产高效技术攻关，建
立“科研+合作社+农户”的推广模式，全面挖掘小米综
合营养品质和特色功能，并通过“天然+外源”的方式，
组合补充硒、锌等元素，培育绿色有机富硒富锌的功能
性农产品，提升同仁“高原小米”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产品输出能力，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

同仁市“高原小米”
试验示范成功

本报讯 一条条柏油路平坦宽阔，一
盏盏别致的路灯矗立在路两旁，一座座
古色古香的农家小院错综排列，一幢幢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别致的建筑和古老
的传说交相辉映，静谧的村庄给黄南大
地增添了许多别致的色彩……如今的黄
南，风景如画，游人如织。

为了让全州农牧民群众日子更红
火，我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黄南实
际，在打造“山水黄南”名片的同时，
将目光转向乡村旅游，充分依托独特旅
游资源禀赋、创新思路理念，围绕打造
省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不断
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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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培育了一批以产业为支撑的乡村
旅游示范村。

同仁市积极申报2022年国家级旅
游消费集聚区、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青海省乡村旅游特色示范点、星级
乡村旅游接待点；制定“古色”“绿色”2
条精品旅游线路。加快推进酒店民宿、
自驾游营地、特色街区等建设，打造了

“唐卡小镇”“东干木旅游度假村”“温泉
康养”“在那东山顶上”“力吉格桑花海”
等一批特色餐饮、康养休闲、山地避暑乡
村旅游亮点。尖扎县实施了坎布拉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德乾村乡村旅游建设、青
春瀑布、来玉民宿旅游开发建设等文化
旅游项目。全力打造出昂拉乡德吉村、
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能科乡德乾村等
28个乡村旅游景点，设计主题多样的

“一日经典游线”“两日精品游线”“三日
深度游线”尖扎旅游大环线、南部旅游环
线、四条小环线等旅游线路。培育乡村
旅游产品手工作坊180个、文化经营企
业65家，开发唐卡、五谷画、藏香、铜雕、
传统号箭等10大类100多个特色文化
产品，引进“云上拉德”“能科帐篷家”

“百美村宿”等乡村文化旅游产业项目。
泽库县积极争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乡村旅游基础，团
结村青南印象风情园通过基础设施改
善，将打造成西部集旅游、休闲、餐饮、观
光及有机畜牧业为一体的旅游功能区；
河南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以生态环
境保护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通过做
好县级水源地标准化建设、草地治理和

公益林管护、“禁塑令”等工作，全力打造
全域无废示范县。开展乡村旅游品牌创
建工作，重点创建了一批精品文化产品、
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省级旅游示范单
位等乡村旅游品牌，如洮河源头、黄河南
历史文化博物馆景区、白螺湖景区、柯生
乡双鱼湖景区。

“农牧”“文旅”相结合已然成为黄南
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建设蔬果采摘
大棚、新建和改造特色民宿、整合集体经
济，打造乡村振兴试点村，通过不懈努
力，集农畜产品输出地产业园区、民宿生
活体验、餐饮娱乐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成为黄南的新名片，知名度和接待量
逐年上升，有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和用
工需求。

党的二十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描
绘了新蓝天，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
下，全州不断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黄南实
际的产业振兴之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做好“土特产”文章，推进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围绕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吸
引更多人投资创业旅游，让群众的致富
路更宽阔、日子更红火！

—— 2023年青海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藏医特色治疗技术与镶丝唐卡赛项技能大赛在我州举办

本报讯 近日，尖扎驻通州劳务输出服务工作站在
南通高新区科技新城成立。尖扎县委书记才科杰、通州
区委副书记徐林锋共同为工作站揭牌。

自通州与尖扎结对以来，尖扎县牢固树立“抓机遇、
化风险，抓落实、促发展”的工作理念，以实现外出务工
人员稳岗就业为目标，着力加大对外劳务合作力度，两
地在干部交流、产业发展、社会帮扶、劳务协作等领域开
展了广泛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成立劳务输出服务工
作站，是促进尖扎劳动力转移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举
措，是加强尖扎在通州务工群众服务工作的重要保障，
是尖扎与通州深度合作共建的又一实质性成果，是两地
深化苏青协作的又一成功实践，为两地的合作增添信
心、为两地的共建注入动力。

今后，尖扎将充分发挥服务站信息桥梁作用，强化
务工人员与工作岗位精准对接匹配，积极收集通州企业
用工岗位信息，实现招聘、培训、上岗、就业全链条服务，
以双向奔赴、协作共赢的紧密合作，助力尖扎乡村振兴
出实效，为通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尖扎县驻通州区劳务
输出服务工作站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