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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年初以来，黄南州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开展国土绿化
和林业草原资源保护行动，积极推进林业草原
生态建设，充分发挥森林和草原对生态安全的
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让山水黄南底色更加
靓丽。

国土绿化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全州
实施国土绿化营造林41.63万亩，完成省定任
务的99%；实施退化草地治理20.87万亩，完成
省定任务的94.8%；完成义务植树95万株，落
实1个省级森林城镇项目，总投资400万元；
完成1.48万亩造林区配套蓄水池、管网等水利
设施及44公里简易公路建设。

林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实施续建项目
90个，投资6.64亿元，完成续建项目总投资的

74%。其中，阿尼玛卿山脉水源涵养与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已完成封山育林12.5万亩，人
工种草8.9万亩，草原改良14万亩，已完成投
资任务的81%；中央财政支持国土绿化试点示
范项目已完成投资任务的61.9%。年内争取
落实林草项目投资1.24亿元，完成2024年林
草项目申报入库工作，共申报项目49项、投资
达5.79亿元。

林草资源管理不断规范。建立黄南州打
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联席会议制度，林草、
河湖“两长合一”联动协作机制全面建立，完成
上半年巡林（草）、巡河工作任务。加大各类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全方位“体检”问题涉及林草领域问题共
计107项，已整改完成103项，正在整改4项，

整改率96.26%。上报永久占用林地申请9项，
申请拟征占用林地8.49公顷，办理草原征占用
19起。

林草生态保护扎实有效。全面加强对现
有天然林及公益林的保护管理，全州重点林区
草原始终保持平安稳定。排查各类隐患237
个，设置森林草原禁火区380余处，防火隔离
带144公里，拆除优化经幡和煨桑台59个。
完成全州9个国有苗圃和37个集体及个体苗
圃4640亩种苗产地检疫工作，开具产地检疫
合格证73份，辖区种苗产地检疫率100%。查
处植物检疫违法行为18次，跟踪复检80次，开
具除害通知单 18份，复检带虫不合格退回
4.16万株、检疫就地焚烧0.06万株。完成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3.35万亩。

黄南州扎实推动林业草原生态建设

近日，泽库县草原游牧民俗文化旅
游节暨和日镇第四届石雕文化艺术节隆
重开幕。

本次活动以和日藏戏拉开序幕，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接地气的艺术盛宴。

期间，现场展示畜产品、藏装、石刻、
菜籽油、黑青稞等本地特色产品，大力推
介和日镇生态、绿色、有机品牌，现场为
来宾介绍各村特色产品。活动还进行了
石雕、谚语、赛牛、牲畜良种评比、挤牛奶、
驯牛等精彩的文体赛事。

（来源 / 泽库县委宣传部）

黄南州争取中央预算
内资金5000万元
本报讯 今年恰逢黄南藏族自治州

成立70周年。为集中展示自治州成立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

巨大变化，州发改委在州委州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不断争取中央预算内资

金支持。近日，省发改委下达我州民

族自治州大庆项目2023年中央预算内

资金5000万元，专项用于黄南州体育

场升级改造建设项目和青海同仁慢性

病防治院一期预留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为自治州成立70周年献礼。

下一步，州发改委将会同项目建

设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强化资金管理，

抓好安全生产，确保州庆项目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

相约石刻小镇相约石刻小镇 领略石雕盛会领略石雕盛会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7月18日，记者来到同仁市迎宾大道西
侧新建成的黄南州藏医院，看到一片忙碌
的景象：医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的为即将
开始的整体搬迁揭牌仪式准备着，前来参
加揭牌仪式的州内外相关人员陆续走近签
名墙，郑重的写下各自的姓名，来到大厅，
映入眼帘的是导诊员为前来就诊的患者引
导挂号缴费排队的忙碌场景。

“11号索南才让，请到肝胆科就诊。”在
肠胃科、心血管科、肝胆科等各科室前的凳
椅上，患者及家属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
叫号。

“叫号服务和手机挂号，节省了我们很
多时间，到医院直接就诊，非常便利，希望
藏医院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便民。”走
出诊室的索南才让说道。藏医药研究中
心、制剂中心内医务人员正在精密的仪器
设备的辅助下开展各项工作。

“新院的基础条件比老院要好，医院各
项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随着院长久
先的引导，参加揭牌仪式的相关人员参观
了藏医药研究中心、制剂中心、住院部等各
部门科室，黄南州藏医院整体搬迁后，各科
室的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病房里，接受
治疗的病人躺在舒适的病床上输液；医护
人员忙碌着整理内务；齐全的各种医疗器
械，透出现代化医院的气息。据介绍，2014
年州委、州政府本着做大做强藏医药事业，
打造青海藏区一流藏医院的目标，启动州
藏医院新院建设项目。新院占地 60.5 亩，
规划设计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以三级
乙等民族医院标准设计，先后建设了门诊
住院综合楼、药浴楼、藏医药研究中心、制
剂中心等。目前，医院共设有内科、外科、

药浴科等11个科室，实际开放病床370张。
回望历史，艰难起步的黄南州藏医院

自 1960 年，从配制 52 种藏药品种，年产量
仅为0.2余吨，到1976年完成《青藏高原药
物图鉴》的撰写工作，成为全国首个现代藏
药本草类著作，为藏医药传承创新奠定了
理论基础。1987年，首次在安多地区成功
研制生产了“仁青佐太”，并配置了“然那桑
培丸”“ 仁那钦莫丸”“ 芒觉钦莫丸”“ 仁青
佐达丸”等 5 种名贵藏药。经过 63 年岁月
的沉淀，今天，黄南州藏医院通过新院研究
院实验室、藏医药质量控制中心、藏医药学
会等平台持续加大创新研发与升级优化力
度，提升医院综合服务水平，让患者感受藏
医药“简、便、验、廉、捷”的特点和优势。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黄
南州藏医院在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等方面在全省范围内展现出明显优势、特

色突出、技术精湛的独特风格，为广大患者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树立了民
族医院良好的形象。藏医药学的传承发展
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撑，“我院将现代学历
教育与传统中医的‘师承带教’有机结合，医
院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方式进行人才培
养，切实打造一支‘留得住，靠得住’的人才
队伍，现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了高素质人
才梯队，为藏医院发展奠定了充足的人才保
障。”州藏医院院长久先表示。

近年来，州藏医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指
示精神，紧紧围绕省、州关于中藏医药事业
发展各项决策部署，努力打造一座功能完
善、布局合理、规模适宜，具有地域特色和
文化特征的现代化藏医院，展现藏医药文
化、展示藏医药风采，让民族医药走向
世界。

本报讯 7月18日，河南县在西宁
举办“源味河南县 牛羊天下鲜”品牌
发布会，共品河南草原上奔跑的“草原
鲍鱼”，助力河南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打造和乡村全面振兴。

河南县古有“香汤沐浴地”之美
誉，今有“亚洲一流·青海最美”草原之
美称，是纯牧业县。2007年至今，全
域932万亩草原连续16年通过有机认
证，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
产基地，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全国
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河南县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丰
美祥和的河南草原上创造了灿烂独特
的饮食文化。“河南十味”和“蒙旗八
珍”，留给了食客享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蒙藏融合特色饮食。草原鲍鱼、蒙
古锅茶、牦牛奶酒、风干酸奶、藏式曲
拉等，每一道美食都时时刻刻刺激着
食客的味蕾，只有到了河南草原，才会
真正感受到“舌尖上的河南县”，才会
明白“一口河南牛羊鱼，打开味蕾天
堂”的意义。

“烹牛宰羊且为乐”，一桌传承千
年的草原盛宴，已成为今日河南县最
负盛名的饮食文化符号。热情豪迈的
蒙旗儿女今又邀您共品“草原鲍鱼”，
共享“源味河南县，牛羊天下鲜”！

源味河南县
牛羊天下鲜

本报讯 夏日暖阳，花海飘香。
在同仁市向阳村，30亩七彩油菜花点
缀着整个“金色谷地”，扮靓了全市

“色彩农业”。
清风吹拂下，粉色、白色、橙色

等色彩各异的油菜花竞相绽放、随风
摇曳、生机勃勃。一幅农村美、农业
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美好画卷铺展
开来。

今年，同仁市严格按照“一地两
创三促四园五带”产业布局和发展重
点，立足农情资源、气候特征、产业
优势，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契机，创新发展机制，做足“农
业+文旅”文章，坚持以“粮”为
基、以“花”为媒、以“游”为介，
优化种植业结构调整，引新品、落地
块、推良种，集中连片打造“千亩油
菜”绿色种植基地，点缀种植30亩
观赏性七彩油菜花海田，串联起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创新色彩农业观
光旅游路线，催生彩虹经济致富
之路。

“七彩油菜”扮靓
“色彩农业”

文图 / 本报记者 马文莉

质检质检

—— 黄南州藏医院整体搬迁新址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