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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 本报记者 马芝芬

河曲草原
牧民喜分红

本报讯 近年来，全州农牧部门始终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
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把种源安全提升到
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系列重要论述精
神，紧扣“五个强化”全面加大地方优质种源
保护开发力度，扎实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种业创新攻关、种业企业扶优、种业基地
提升、种业市场净化“五大行动”。

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存续特色种源。全
力实施种质资源普查、抢救性保护、基地建
设、创新攻关、良种推广“五大行动”，收集上
报农作物种质资源117份，畜禽遗传资源畜
种6个、品种12个、群体数量147.7494万头
（只）。完成黄河尖扎段李家峡水库、直岗拉
卡水库等水产资源调查工作，收集鱼类品种
23个。发现外来入侵植物25种、外来入侵
植物病害两种、疑似外来入侵植物1种。

强化种业创新攻关，提升良种占比。小
麦主推阿勃良种，种植面积5.91万亩；青稞

主推昆仑15号良种，种植面积5.64万亩；油
菜主推青杂7、9、11、12品种，种植面积6.96
万亩。雪多牦牛、欧拉羊、泽库羊列入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尕玛顿丹”“佳加哇
娄”藏羊品种正式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国
字号”《商标注册证》，促进良种良法配套，提
升产业发展水平。

强化种业企业扶优，做强行业龙头。围
绕“一年拉框架、两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
发展目标，统筹整合全州资源要素，全力推
进泽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全面构建
牦牛藏羊种业全产业链发展新模式，建成雪
多牦牛、欧拉羊两个保种场，年出售良种
0.21万头只、实现经济效益300万元、带动
181户农牧民增收，全州牦牛藏羊等7个种
畜场年推广良种畜0. 62万头只，不断提高
畜种结构和个体生产性能。

强化种业基地提升，加速技术推广。与
天津大学等科研院所联合申报《新一代装配

式高原低碳牧居试验示范》等3个科技项
目，在同仁市、尖扎县开展牦牛高效繁育培
育技术，在泽库县大力普及牦牛特色养殖提
质增效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技术，全州37
个合作社推广“三增三适”和藏羊高效养殖
技术。2022年各类牲畜出栏78.43万头只
（牛29.83万头、羊48.6万只），全州牛能繁母
畜56%、羊能繁母畜61.6%。

强化种业市场净化，做实安全基础。
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育
种用种关键时间节点，突出重点区域、重
点品种和重点对象，由业务主管部门开展
监督检查和质量监测，加强对非法转基因
种子的监管，依法打击无证生产、品种套
牌、侵权、套购倒卖种子、非法经营等违
法行为，建立种业信用档案，及时发布红
黑名单，对诚信主体实施正向激励，重拳
出击、整治到底、威慑到位，全面净化了
全州种业市场。

紧扣“五个强化”扎实做好种业振兴工作

本报讯 8月28日，尖扎县社会治理综合服
务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尖扎县“一站式”综合
服务中心和“多元化”纠纷化解体系迈出关键一
步，也为拓宽社情民意渠道、从源头预防化解矛
盾纠纷提供了优质平台。

尖扎县立足工作实际，重点突破、以点带
面，以“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为基础，充分
整合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
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资源力量，打造成“只
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的一站式社会治理综合
服务中心，切实发挥好综合服务中心“指挥部”

“分流阀”“联络站”作用，力争把矛盾纠纷化解
在一线，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面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
心包含综治事项处置、矛盾纠纷调解、信访接待
受理、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劳动争议仲裁、
法律服务等7大类业务，从各部门配备了骨干
力量担任中心工作人员，中心根据工作需求设
有服务区、办公区、等候区、母婴室等功能区域，
设置信访接待、矛盾调解、法律援助、诉前调解、
综合治理等5个前台受理窗口，并设有综治工
作室、信访接待室、矛盾调解室、法律服务室、视
频监控室等与窗口相匹配的功能室，充分发挥

“中心吹哨、部门报道”机制作用。目前尖扎县
综合服务中心各窗口已全部正式运行。

8月28日，“2023年娘本、仁青多杰等爱
心企业家资助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在热
贡画院举行。热贡画院负责人仁青多杰等
爱心企业家和州市总工会、文明办、教育等部
门代表，受助学生及家长参加。

仪式上，同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通报
了娘本大师等爱心企业家近年资助情况。
热贡画院院长娘本大师致富不忘回馈社会，
时刻关心家乡的发展，心系家乡教育事业，情
系贫困学生。通过他的大力倡导和多方争
取，同其他爱心人士一道，自2014年开始资
助全州贫困大学生，每名学生每年5000元，
直到毕业。2023年资助50人25万元，累计
捐赠了320万元。2022年开始娘本大师的
儿子仁青多杰接过接力棒，延续捐资助学。

仁青多杰表示，热贡画院是在党和国家
大力支持和关注下成长起来的。从2003年
起开始关注贫困群众和学生，这几年对大学
生的资助从吾屯村逐渐扩大到全市乃至全
州,从当初的10名、20名大学生发展到今天
支持几百名贫困大学生。父亲和其他爱心
企业家共同坚持做这件事，他希望贫困学子
做一个自强不息、志存高远、懂得感恩的人；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努力让更多的困
难群体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关爱，为黄南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娘本大师的捐助解了我上学的燃眉之
急，非常感谢他，我们要潜心学习，努力成为
像他一样的人，反哺家乡，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受资助的优秀困难大学生代表华

措吉说。南拉才让和其他50名学生一样成
绩优异，2020年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民族
学专业，大学第一年就获得了娘本大师
5000元的爱心资助。他表示，“非常感谢娘
本大师和其他爱心人士对他学业上的支持，

在校期间他连续两年获得了学校二、三等助
学金，即将进入大三，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报
答他们的爱心，做一名有勇气、有担当、有责
任的大学生，牢记这份爱心，将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

以爱的名义以爱的名义 守护贫困学子守护贫困学子““求学梦求学梦””

拓宽社情民意渠道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本报讯 8月24日，河南县自然资源和林业
草原局林业工作站工作人员在开展疫源疫病监
测工作中，在赛尔龙乡尖克村阿赛公路边发现一
只受伤兀鹫。兀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救治。因受伤兀鹫丧失
野外生存能力，为使其得到更专业的养护，避免
被野兽袭击受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青海省
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当日下午，县自然资源和林
业草原局林业工作站与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工作人员共同将兀鹫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助
中心。

成功救助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兀鹫

本报讯 近日，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兰龙生态
有机畜牧业牧民专业合作社上半年兑现牧民分
红894.5万元的消息，在河曲草原不胫而走，人们
奔走相告，纷纷点赞。

“这次我们家分到了40万元，感谢合作社。”
走进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兰龙村牧民更藏杰的牧
场中，300多头牦牛在蓝天白云下悠闲觅食。

兰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长爱介绍，全
村有122户牧民、470多人，草场面积26.34万亩，牛
羊、马匹存栏1万多头（只、匹）。今年上半年总分红
折合牦牛数量为1358头，折合人民币894.5万元。
分红后，全村牧民生产、生活积极性高涨，进一步激
发了群众参与“一社带千户”行动的热情，使群众深
刻认识到畜牧业合作社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生
态保护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兰龙村创新发展思路，抢抓机遇，积
极盘活村集体资产，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走出了一条“资源变资产，牦牛变股金、牧民变股
民、收益有分红”的村集体经济股份制合作社发
展之路。实现了4个华丽转身，一是集体经济由
弱到强，进入全县集体经济发展先进行列；二是
产业从单一向多元发展；三是村民收入渠道由窄
变宽；四是100%股份变为100%分红。

本报讯 今年以来，泽库县把促进牧民
增收作为乡村振兴核心任务和落脚点，进一
步完善增收措施，有效激发牧区内生动力，
保障牧区民生有效供给，实现牧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稳定增长。

发展乡村产业，增加生产经营性收
入。突出“高天圣境·生态泽库”主题，
积极探索以生态观光、民族文化为主的旅
游民俗文化旅游业，推动唐卡、石刻等文
创手工业，扶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
回乡创业，围绕牦牛、泽库羊、乳制品、
黑青稞、蕨麻、黄蘑菇、油菜籽、藏药、
蜂蜜等优势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泽优
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推进有
机畜牧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进程；
严格落实各项惠牧政策，调整养殖结构，
科学养殖收益良好，带动牧民经营性收入
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县牲畜出栏34405
头（只），同比增长10.17%。牧民人均生
产经营性收入1557.1元,同比增长26.1%。

聚焦就业创业，增加工资性收入。精
准开展对应的人才技能培训和专场招聘活
动，构建劳务输出协作平台，积极利用天
津滨海新区、江苏南通市海门区、中石
化、中国出版集团等对口援建优势，落实
脱贫劳动力、监测帮扶对象跨省就业一次
性交通补贴发放政策，以政策为引导，鼓
励群众积极主动外出就业。截至目前，全
县监测户和脱贫户累计外出务工8573人，
牧民转移就业人数增加56.91%，收入增长
88.3%。有效带动就业551人，其中脱贫户
及监测户253人。监测户及脱贫户设立公
益岗位共3437个。累计开设技能培训班7
次，参训人数200人。

深化牧区改革，增加财产性收入。持续
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择优选择
条件成熟的行政村开展土地流转经营改革
试点工作，积极鼓励引导牧民群众将土地或
草场以出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有偿方式流
转进企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等，通过租金或

分红增加土地收益。实施村集体经济“强
村”工程，设置三种股权设置模式及收益分
配模式，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
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
闲置资产，持续增加牧民群众财产性收入。
全县脱贫群众人均财产性收入1220.89元。
第二季度，牧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61.6元。

强化政策扶持，增加转移性收入。积
极落实各项农牧业转移支付补助、农牧业
保险、农村低保、公益岗位补贴、残疾人
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大对农牧区困难群众
救助力度，重点加大对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等的预警监测救助帮扶，全面
落实基本医疗参保自助、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机
制，落实农牧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正常调
整机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全县脱贫群
众人均转移性收入4591.22元。第二季度，
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813.7元。

泽库：完善政策措施 促进牧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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