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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

讯员 徐亚鑫 张洁雅）近日，海西州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

三江沃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的 10 个红枸杞干果、枸杞

原浆及藜麦等产品喜获香港标准及

检 定 中 心（STC）颁 发 的 香 港 优 质

“正”印认证证书。

据了解，香港优质“正”印认证是

广东省与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STC）
合作开展的高端品质认证，已通过香

港本地及国际相关标准的独立性检验

测试，是香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

认证标志之一，也是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和质量的信心指标。企业产品获得

香港优质“正”印认证，证明产品质量

达到国际先进标准，在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及地区取得互

认认可。

此次枸杞、藜麦等产品获得香港

优质“正”印认证，标志着柴达木枸杞、

藜麦产品成功获得香港乃至部分国外

市场销售的“通行证”，对于提升海西

农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

助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州10个产品获得香港优质“正”印认证

□ 文/图 柴达木日报记者
浩尔娃 巴图那生

“我跟电影打了一辈子交道。”

自 1979 年至今，都兰县电影放映员

东德布在光与影中，已走过了 45 个

年头，见证了露天电影从万人空巷

到寥寥数人的场景。如今 62岁的他

退而不休，在政府和家人的支持下，

仍然坚持着这份工作。

夜幕降临，都兰县香加乡艾力

斯台村开始热闹起来，得知东德布

要来放电影，村民们早早在村口等

候。“东师傅，今晚放啥电影？”“有

战争片《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也

有武侠片《霍元甲》《新龙门客栈》，

你喜欢哪个片子？”东德布一边架

设机器，一边回答影友的问题。晚

上 7 时电影准时放映，直至 10 时左

右，曲终人散。借着银幕的光亮，

东德布一笔一画地写下电影放映记

录。同一页上，他还要记下放映的

时间、地点以及观影人数……长年

操作电影机和胶片，让东德布的手

显得格外粗糙。

45 年前的梦想成真：我当上了

电影放映员！

1971 年，东德布 9 岁。那是他

第一次看露天电影，之后，只要听到

哪个村要放电影，东德布不管多远

都要跑去看。“当时，我希望自己成

为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样就能看很

多电影了！”东德布说。

“没想到自己能当上电影放映

员。”1978 年，上初中的东德布因家

庭困难退了学，在牧区生产队成为

了一名记分员、乡武装基干民兵连

民兵，但他积极向上，每天坚持看汉

文版的书籍和报纸，正因为这种劲

头，被当时公社放映队队长看中，有

意培养他。16岁的东德布成了电影

放映员，并在 1980 年取得省级八级

放映员资格证，从此成了他坚守至

今的事业。

当了放映员，东德布才发现放

电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早的

电影胶片是易燃片，在运送和使用

过程中要格外小心，放映的时候必

须全神贯注地盯着片窗。”东德布告

诉记者，以前农牧区交通不便，放映

设备又沉，放映过程中每隔一段时

间就需要换一次胶片。

“东德布会在电影放映前用幻

灯片的形式宣传党的好政策，还会

根据群众的要求，播放蒙藏语译制

的关于农业种植技术，牛羊病虫害

防治知识的科教片。”香加乡艾力斯

台村村民麻玛说。

东德布有着 40多年的露天电影

放映经验，经历了 8.75毫米、16毫米

胶片电影放映机到现在的数字流动

电影放映机的转变。45 年，放映电

影 14000 余场，观众人数超 18 万人

次，行程 120 余万公里，东德布给都

兰县辖区的农牧民们打开了电影世

界的大门。

曾经，东德布出去放映电影只

能带上一部电影的胶片，如今一台

放映机可以储存 50 至 100 部电影，

操作简单便捷，只要把电源接牢

固，插入解码卡，按几个按钮，放映

出勤率和放映安全率几乎可以达到

100%。更为重要的是，以超大银

幕、高清画面、震撼音质回归农村

的电影，又成了村民们眼中的“香

饽饽”。

对于东德布而言，放映露天电

影不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生活

以及他人生的见证。

“看着大家对电影的喜爱，就有

继续干下去的动力。”他说，没人教

就自己学、没人修放映机就自己

修。但出乎意料的是，除了缺乏人

员和设备，这份工作还曾将他置身

险境。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在

农牧区放映电影，是一项十分艰苦

的工作，需要走过几十公里至几百

公里崎岖不平的土路，有些地方山

高路窄，遇到雨雪天气时，车辆还会

翻倒在陡坡下。”东德布回忆道，“草

原的广阔，也意味着路途的遥远。”

由于牧区离县城上百公里，深夜放

完电影，只能露宿草原。

正因为这样，大家都亲切地称

他为“最亲的人”。

随着电视、录像机的出现和普

及，农牧区电影放映渐渐失去了往

日的红火。东德布说：“不少放映员

那时顶不住压力离职了，但我不想

转行，我热爱这份工作。”

1998年，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
程”启动，提出在 21 世纪，实现在广

大农村每月每村放映一场电影的目

标。从 2005 年开始，“财政买单，送

电影下乡”在全国推行。2017 年起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

促进法》再次强调，加大对农村电影

放映的扶持力度，不断改善农村地

区观影条件，统筹保障农村地区群

众观影需求。

东德布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

变迁，露天看电影的人不断减少，哪

怕只剩下一名观众，也会坚持放下

去。45 年间，他既见证了中国电影

事业的发展，也见证了牧区民众生

活水平的变化。

如今，放映的电影从胶片变成

了数码，从赶着牲畜到开车随走随

停，脚下的路也从泥泞不堪到宽阔

平整，他的步履仍未停歇……

一位老放映员的光影情怀

柴 达 木 日 报 讯
（记者 吴 婷 婷 通讯

员 乜玉婷）土壤普查

是一项重要的国情国

力 调 查 。 我 州 按 照

“统一领导、部门协

作、分级负责、各方参

与”的要求，遵循全面

性、科学性、专业性原

则，精心组织力量，全

面推动普查工作有序

开展。

2023 年，全州抽

调 53 名工作人员、农

牧部门土壤质量检测

员 17人与第三方组成

外业调查采样人员组

建采样队 32 支、技术

领队 77 人，全面完成德令哈市、都兰

县、大柴旦行委 13 个乡镇 3620 个土壤

普查点的任务。2024 年，全州土壤普

查样点 3486个，分布于格尔木市、茫崖

市、乌兰县、天峻县四个地区。目前，

《海西州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样品制

备和内业测试化验项目方案》已经通

过专家评审，并确定招投标代理机构。

今后，我州将持续发力，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和程序，重点推进土壤普查

样品制备和内业测试化验，形成阶段

性成果，为普查成果整理、数据审核、

成果验收汇交打牢基础，全面查明查

清我州土壤类型、分布规律、资源现状

和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

性状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为守住

耕地红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打牢坚实基础。

青海日报讯（乌组） 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通过“谋发展、强治理、促乡风”

三举措，力促基层党建和乡村振兴同

向发力、同频共振。

党建+产业，按下集体经济“快进

键”。选优配强“领头雁”，从后备干

部、致富带头人中择优选拔村党支部

书记，带领村民在乡村振兴上勇毅前

行。组织召开村集体经济工作推进

会，压实主体责任，明确“村村联建”

“村企联合”“强村带弱村”“强强联合”

的联动发展模式。深度挖掘本土特色

资源，依托茶卡盐湖旅游景区，推出

“旅游+民宿+农牧”项目，延伸产业链

条，全力助推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党建+治理，提振乡村治理“精气

神”。以“微格联户”“平安先锋示范岗”

为载体，组织党员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环境卫生整治等基层治理工作，形成

合力破解治理难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因地制宜织密建强村党组

织体系，推行“四色预警”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助推城市基层治理不断向稳向好。

党建+乡风，绘就文明乡村“新图

景”。充分发挥党员的“关键少数”作

用，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宣讲，开展乡风

文明宣讲 79场次、走村入户宣讲 380场
次。深入排查陈规陋习，建立健全“一

约四会”工作机制，大力推进移风易

俗，积极倡导树立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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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党建+”
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