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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南州党政代表团赴京拜访国家相关部委和央企侧记

黄南州

本报讯（特邀记者 黄中 公保安加）
4月10日，记者从黄南州同仁市政府获
悉，经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申报、专家评
审和审议通过，同仁市热贡文化产业园区
成功入选青海省文化产业园区名单。

近年来，同仁市立足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和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充
分利用热贡艺术文化集聚、“非遗”资
源底蕴深厚优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构建以隆务河流域为中心的热贡
文化产业园区，先后培育2家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14家省级民族手工
艺品加工生产扶贫基地、88处非物质
文化遗产宣传展示点和89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习中心，形成了产业、城镇、
旅游、生态“四位一体”的新型文化旅
游与产业融合发展新局面。

此外，该市在推进园区发展建设同
时，积极创新筹划，于2019年成功申
报“最大规模的唐卡展示”和“最多人
同时画唐卡”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1年，该市（热贡艺术）荣获“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藏族热贡
神舞之乡”两项称号。据悉，截至
2022年，同仁市文化旅游经营主体达
388家，直接从业人员2.4万余人。

四月的黄南，芳菲浸染，处处迸发出振兴
发展的勃勃生机。从黄河岸边到隆务河谷，
从泽曲河畔到蒙旗草原，行走在黄南大地上，
没有人能忽视这里正在发生的巨变。

东风吹拂，黄南蝶变。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国家相关部委及央企秉承着对黄
南州的深情厚谊，把黄南社会经济发展放在心
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全力以赴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积极构建人才、产业、项目、智力、文化等相
结合的对口支援工作格局，将党和国家的关怀
转化为黄南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国家农业农村部安排资金594万元，落实
河南县多松乡多松村“万只欧拉羊”良种繁育
基地建设项目，注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150
家，建设完成标准化养殖示范场15处，成功创
建国家级、省级、州级示范社43家。

中国出版集团坚持“中央要求、泽库需
要、中版所能”，累计投入帮扶资金3800多万
元，帮助带动1000多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稳
步脱贫，帮助100多人实现转移就业，坚持把
消费帮扶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广泛组织集
团及所属单位购买泽库特色农牧产品，年底
前实现150万元销售额，全力拓宽产品流通和
销售渠道。

中国华能集团投资 5.2 亿元引进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让尖扎各族群众吃上了“阳光
饭”。特别是投资18.2亿元的尖扎滩乡40万
千瓦“牧光储”一体化项目，去年实现并网发
电，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放羊，实现了生
态与经济“双赢”。

中国人民银行落实帮扶资金近400万元，
援建同仁市民族中学标准化篮球场2个、瓜什
则乡力吉幼儿园附属工程、扎毛乡希望小学
教学楼等；捐资 49.5 万元配备智慧教具。同
时，探索发起“唐卡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帮扶
同仁唐卡产业蓬勃发展。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将48%的援助
资金靶向投放到泽库县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依
托泽库资源禀赋，聚焦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建设，高标准打造牦牛、藏羊等农牧产品创新
研发和农畜产品冷链集散中心，助力泽库县农
业发展现代化和畜牧业转型升级。

一组组数据，沉淀一幕幕华章。盖学校、
引项目、扶产业……数年如一日的帮扶努力，
让黄南大地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城乡基础设
施、美丽乡村、生态保护，到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社会事业，一批批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项目相继建成，

有力地补齐了短板弱项，为群众交上一份有
温度的“民生答卷”。

感恩、诚邀，让黄南州与国家部委、央企
的关系亲上加亲，肯定、支持，为黄南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此次拜访活动诚意浓
浓、收获满满。

“今年我们要在‘卖泽库’（帮助宣传推介
泽库优质农牧产品）‘买泽库’（集团各单位和
职工积极选购泽库农牧产品）的基础上增加

‘说泽库’，集中集团的文化资源、宣传平台和
对外推广优势，让泽库县的名片打得更加响
亮。”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董事、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常勃在座谈中如是说。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
组副书记邓建玲表示，华能集团将精准把握
尖扎“所需”、精心推动华能“所能”，在继续推
进整县光伏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人才交流机
制在尖扎教育、医疗人员能力提升方面给予
帮助，把两地对口帮扶工作推向纵深。

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汇聚成一股坚强的
“硬核”力量，如今的黄南，一块块光伏发电板正
熠熠生辉、一个个高标准畜棚拔地而起、一所所
学校拥有了更加良好的学习和办公环境……
乘着东风，黄南正扬帆起航、砥砺前行。

一寸山水一寸 情 同仁热贡文化产业园区
成功入选全省“榜单”

本报讯 今年以来，尖扎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积极创新办案方式，实行
仲裁调解书置换制度并取得良好的
实效。

该模式使当事人在发生争议后无
需马上进入仲裁程序，直接通过调解及
置换的方式解决纠纷。节省维权时间
及成本，最大限度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的
同时，提高了基层调解组织的公信力和
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

“我们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这是
申请置换仲裁调解书的相关材料，请仲
裁委审查”。近日，尖扎县某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与26名劳动者
一同来到县仲裁委，申请置换仲裁调
解书。

在收到仲裁审理申请书后，县仲裁
委员会联合黄南州仲裁院及尖扎县司
法局律师协助办理此次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院对调解协议的真实性、自愿性、
合法性进行审查后，置换成仲裁调解
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有效化解了群
体性纠纷。

此次案件是尖扎县成功办理的第
一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书置换案
件，也是县仲裁委首次采用仲裁调解书
置换程序。本案涉及人员26人，涉及
金额347.5万元。

今年以来，尖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案件特点，积极创新
办案方式，打破以往调解程序复杂化的
现状，实行仲裁调解书置换制度。即对
争议事实清楚，双方分歧不大的劳动人
事争议案件，在双方当事人申请仲裁立
案前的咨询了解阶段，引导（建议）劳动
者、用人单位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将
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书按法定程序
置换成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仲裁调解
书。同时，通过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强
化基层调解员业务培训、规范调解制度
建设等措施，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在劳动争议
领域的“末端调解”作用，运用“快调”

“快结”的方式及时高效为劳动者挽回
经济损失，有效应对当前仲裁“案多人
少”的客观矛盾，促使劳动争议关口前
移、重心下移，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和萌芽状态。

争议调解止纠纷
快速高效显担当

2023 向 春 而 行 邂 逅 尖 扎 民 宿

文 / 孙丽丽

本报讯 4月19日，黄南州残疾人联合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州委书记朱战民、
州长扎西才让对残疾人工作作了重要批示；省
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付蓉出席会议并讲
话；全州120名残疾人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州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落实中央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省
残联的指导帮助下，坚持把残疾人工作作为重
要民生工程，强化政策保障，加快补齐短板，着
力推动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新时代新征程
上，我们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
事业的重要论述，守正创新、继往开来，努力推
动全州残疾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携手广大残疾
人朋友共同谱写幸福生活新篇章。他强调，要

持续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困难残疾人关爱
帮扶力度，大力开展困难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等
惠残行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残疾人工
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

付蓉代表省残联党组、理事会和全省30
多万残疾人兄弟姐妹，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的祝贺。她说，过去五年，在黄南州委、州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黄南州各级党委政府团
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重要发展，为残疾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
基础，也为残疾人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创造
了有利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希望在省委
省政府和黄南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
支持下，黄南州残疾人联合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要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创造残
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加强党对残疾人事业的全
面领导，把发展残疾人事业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融入大局，统筹推进，推动黄南州残疾人
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州残联第六届主席
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州残联第七届主席团、
执行理事会、专门协会领导班子和出席省残
联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聘请州委常委秘
书长何杰同志为州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名誉主
席，选举王桂莲同志为州残联第七届主席团
主席。

黄南州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海麟）“俯瞰钟灵毓秀的
坎布拉，凝望澄澈碧蓝的天湖之水，欣嗅芬芳
馥郁的噶达庄园……灵秀尖扎，恰是一年春好
处。”4月14日，尖扎县邀请青、甘两地百家旅
行社代表及省市县10多家媒体记者共赴坎布
拉镇噶达庄园杏花之约，隆重举行“2023向春
而行，邂逅尖扎民宿”主题旅游推介活动。

活动中，旅行考察团先后来到坎布拉镇噶
达庄园、藏家大院、德吉村、来玉村等体验民宿
管理、餐饮及观光采摘休闲配套服务。同时还
乘坐旅游大巴、渡轮游艇等实地前往坎布拉游
客接待中心及景区各码头等接待单位，实地体
验了尖扎县各类非遗文化新产品，查看景区的
道路交通、硬件设施、配套服务等情况，各旅行
社代表及媒体记者认真了解游览内容、参观线
路及景点接待能力，并就下一步各景区的提升
完善和串联打造新的旅游产品提出了具体意
见建议。

据记者现场了解，“十三五”以来尖扎县文
化旅游投资达 25.67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20.15%。已全面实施坎布拉运动休闲小镇等
114余项文旅项目。截至目前，“黄河民宿第
一村”、云边漫步帐篷家度假村等28个乡村文
化旅游景点蓬勃发展，乡村文化游、黄河廊道
游等6条经典旅游环线连景成串，“五彩神箭
国际民族传统射箭邀请赛”“黄河国际铁人三
项”等多个知名文旅赛事蜚声省外。另有德吉
村、来玉村等7个村被评为全国、全省乡村旅

游重点村，2022年尖扎成功入选全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体
育竞技、禅修养生等多种旅游发展格局正在
形成。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在噶达庄园赴宴观
看了全县旅游资源推介宣传片。坎布拉镇、能
科乡、噶达庄园、来玉黄河民宿负责人向来宾
作了乡村休闲、非遗文化旅游等宣传推介；来
玉民宿、噶达庄园分别与兰州宝中国际旅行
社、青海卓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现场签订旅
行社战略合作协议。

今年以来，尖扎县以全省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和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着力推动全
县旅游产业复苏回归，把文旅产业贯穿全县经
济发展长远大计，以打造“青海民宿第一县”作
为文旅产业延长路径，整合文化产业和旅游景
区资源，设计精品旅游线路，强化对外宣传引
导，提升整体接待能力，补齐了旅游全产业链
条。特别是力推尖扎各具特色的民宿，让游客
游在尖扎、住在尖扎，让旅游成为富民强县的
幸福产业，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换
通道。

尖扎县委书记才科杰在启动仪式致辞时
表示，全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部
署和“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创建工作之机，是
尖扎文旅产业发展千载难逢的契机，全县广大
文旅企业家和从业者要充分认识、深刻把握文
旅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合

作交流平台，推动文旅产业管理创新、制度创
新，着力解决开发层次低，产业规模小，配套设
施不够完善，文化旅游的可驻足性、可消费性
和可回头性不强等短板弱项，切实让文旅企业
信心“足”起来、市场“火”起来。要着力构建区
域“大景区+全域游”格局，打造一批“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旅游业态。要深化

“文化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整治行动”，加大文化
旅游人才培训力度，锻造文化旅游高素质从业
队伍。要深化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和省内
外知名旅行社的深度合作，打造多渠道、全方
位、立体式的宣传推广体系，持续扩大尖扎知
名度和美誉度，推进尖扎旅游业更上一层楼。

尖扎地处环西宁1小时旅游经济圈，气候
宜人，是青海春天最先到来的地方，也是青藏
高原上少数几个能进行热带水果栽培县之一，
境内丹霞碧水、森林草原令人心旷神怡。这里
文化厚重，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在这里交融
辉映。全县拥有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36
项国家和省级“非遗”名录，13处国家和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境内景色天成，坎布拉
国家森林地质公园堪称青海王牌景区，清澈碧
绿的黄河自西向东横贯境内96公里，拥有60
平方公里的库区水域资源，俯瞰尖扎大地，从
雄奇俊秀的申宝山下到赛马之乡的滩上草原，
从山下的黄河谷地到山上的百美村宿，丹山碧
水的绝美、民族风情的纯真、休闲度假的惬意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