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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李庆玲 通讯员 石瑞雪

金秋十月，正是牛羊膘肥体壮的时

节，走进都兰县夏日哈镇夏塔拉村的牦

牛养殖基地，一股青草香扑鼻而来，耳

畔传来牦牛此起彼伏的叫声，一头头毛

色黝黑发亮的牦牛在新建的牛舍里或

站或躺，悠然自得，几名基地的社员正

在给牦牛添加饲草、打扫牛舍。

牦牛是高原优势畜种之一，夏塔

拉村人少地广，一直以饲养牦牛为业。

“村里的大多数养殖户各养各的，没有

固定的销售渠道，缺乏专业的养殖技术

指导，导致牦牛的繁育率和成活率都相

对较低。村民收入不断降低，不仅打击

了养殖户的积极性，还使得村集体经

济增长缓慢”。夏塔拉村党支部书记

赵有才说。

意识到发展瓶颈，在上级党委的

支持和指导下，夏塔拉村“两委”和驻村

工作队积极探索发展路径，共同商讨出

破局之法，即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发展

高效养殖。在村“两委”的积极组织下，

部分养殖户前往海西州农牧产业较发

达地区进行实地观摩学习，经过实地

考察和共同商议，夏塔拉村决定建立

养殖基地，整合广大村民力量发展规

模化养殖。

2022年，夏塔拉村争取到中央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 380 万元，用于建设规模

化、专业化养殖场。2023 年，该项目建

设完工，四栋占地 2327.24 平方米的牛

棚拔地而起，这里可同时养殖 1000头牦

牛，并为牦牛配备了一个占地 2419.2平
方米的室外运动场。

赵有才介绍，为了实现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双丰收，养殖基地内部建设占

地 200 平方米的堆粪棚和占地 50 平方

米的无害化处理池各一座，通过无公害

处理，将牦牛的粪便变成有机肥，用于

土地施肥、庄稼种植，这种“粪肥还田、

综合利用、循环发展”的养殖模式达到

节约种植成本和碳中和的目的，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

“刚开始村里大部分养殖户还在观

望，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迅速和村‘两

委’班子商量，决定采取‘干部先行、

党员带头’的模式，让村里的党员干

部带头加入养殖基地，通过示范带

动，逐渐打消村里养殖户的顾虑。”赵

有才说。

为了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养殖基地采取“村委会协助管理+
合作农户分散领养+基地集中养殖”的

经营模式，将养殖大棚通过出租方式

租赁给养殖大户收取租金，村集体经

济年均增长了 8 万至 12 万元。同时，

养殖基地吸纳村里的零散养殖户，进

行“统一消毒、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的

“三统一”科学高效养殖，带动村内养

殖户走上分户领养和集体养殖的“两

条腿”路子。

今年 3月，在夏塔拉村党员干部的

带头和宣传下，养殖基地成功吸纳 8户
养殖户牦牛 405 头，将它们都搬进了基

地里的“新家”。

“村书记一连跑了好几趟，那时我

还有些犹豫，但看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

头加入养殖基地，我还有什么不放心

的，于是，我一口气把家里的牦牛全部

投到了养殖基地。现在，有养殖基地帮

我养牛，如果牦牛得了病，基地还会请

兽医站的大夫为牦牛看病，牦牛的膘每

个月往上涨，我是省心省时又省力。”养

殖户芦光明喜笑颜开地说。

同时，夏塔拉村还按照就近原则，

不断加强基地与周边群众的联系，通

过提供就业岗位，让留在村里的劳动

力也有一定收入。如今，基地已带动

村里 4 人就业，全村 126 户 425 人辐射

受益，联农带农机制作用发挥明显。

“村里有了产业就是好，自己在家门口

就可以务工增加收入，还不耽误家里

的农活，平均收入也比以前多了 2000
多元。”村民李占海脸上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

“哞、哞、哞……”夏塔拉村养殖

基地里时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悠长的牛

叫声。夏塔拉村把牦牛养殖产业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积极

探索“科学养殖、资源循环、生态发展”

的现代化畜牧业发展新模式，做优做

强牦牛养殖产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

道，村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壮

大，绘就了一幅“牛”气冲天的乡村振

兴新画卷。

绘就“牛”气冲天乡村振兴新画卷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边红霞 张

岩 实习记者 田曲吉尖措）为推动全

州蒙古语言文字和藏语言文字工作

持续向好发展，促进各民族之间交

流、交往、交融，推动全州社会团结、

和谐、进步，10 月 15 日，全州民族语

文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了省委、州委主要领

导对学习贯彻落实《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蒙古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工

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批示

精神；汇报了近三年全州民族语文工

作开展情况，并通报了《条例》施行

以来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情况。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所肩

负的特殊使命与责任，准确认识并坚

决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主线，进一步聚焦国家和全省发展

战略，深入挖掘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

功能，积极引导全州上下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等，

确保民族语文事业在新时代的征程

中行稳致远。要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和州委、州政

府中心工作，从党政文件、优秀文化作

品、网络作品与影视作品及少数民族

古籍的抢救保护等方面入手，创新开

展民族语文工作，推动蒙古族、藏族语

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从而维护民族

文化安全，助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州创建。

会议要求，要切实履行职责，将

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语文工作与经

济社会发展、平安建设等工作同要

求、同部署、同推进。科学规范开展

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持续推动解决各

族群众在民族语文翻译服务领域内

的急难愁盼问题，全面夯实各族群众

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经

济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要

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学习贯彻执行

《条例》的方案，加强对《条例》执法

检查工作重视程度，及时掌握《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案，更加

全面、深入推进《条例》贯彻落实工

作，确保民族语文工作取得更加显著

成效，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会后，还举办了蒙汉翻译和藏

汉翻译专题讲座。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

婷 通讯员 旦正公吉力）随着收

割机的来回穿梭，“躲藏”在地

下的菊芋块茎被一串串翻了出

来，现场拾捡、装袋、运输，一派

丰收景象。近日，由青海大学

农牧学院菊芋科研团队选育认

定的多功能生态型经济作物

——菊芋新品种首次在都兰县

香日德镇、巴隆乡试种成功并

进入最后的收获期。

据了解，菊芋，又名洋姜、

鬼子姜，是一种集食用、饲用、药

用、观赏和生态等多种价值于一

身的多功能生态型经济作物，自

十八世纪末由国外引入我国，开

始被广泛种植，具有抗旱、抗寒、

耐盐碱、耐重金属等特点，是作

为我省后续调整优化种植业结

构、发展青海高原特色农业的重

点科研成果之一。

据青海大学菊芋科研团队

负责人、副教授博士赵孟良介

绍，菊芋具有非常大的生物量，

除此之外，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

营养成分，包括地上秸秆的粗蛋

白、粗纤维，还有黄酮、氨基酸等

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一些元素，地

下部的块茎是最主要的加工利用

部位，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果

聚糖，果聚糖占据它自身重量（块

茎）的 80%~85%，也是非常好的

一种功能性食品添加剂。

菊芋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分枝多，叶量丰富，与常规牧草相比，营

养价值及产量优势十分明显，对发展海西

本土牧业有显著的优势。它在防沙治沙、

盐碱地改良等生态修复领域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今年，在青海大学菊芋科研团队

的技术支持和帮扶下，首次在香日德镇、巴

隆乡总共试种了 100亩，明年，将通过科研

团队最新的数据，选取最适合的品种，在今

年的基础上加大种植力度。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

讯员 周静）连日来，我州深入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安薪行动”，围绕普

法宣传、专题培训、制度落实等重点

工作，不断提升企业依法用工意识和

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

针对建筑施工用工领域，重点

通过现场集中讲解、咨询、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宣传讲解建设单位和

施工总承包单位的关于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的主体责任和义务。通过

制作漫画、视频等方式，不断拓宽宣

传覆盖面和影响力。组织开展企业

劳资人员政策业务专题培训班、劳

动关系领域基层工作人员能力提升

培训班等，推动建设一支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资专管员队伍，不断

提高工程建设领域的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工作日常管理水平。

对标各项制度，落实强化精细

化管理举措；坚持劳动用工实名制管

理，督促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农民工依

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职工名册，健

全农民工进退场记录、考勤记录、工

资支付记录，督促在建工程项目在银

行开通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全面推

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实

行农民工工资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

理；在新开工的工程类施工项目中培

育“安薪”项目，“一对一”进行检查

和指导，推动制度落实和资料归集标

准化。

向各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关于

报送 2024 年工程建设项目的通知》，

要求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梳理，及

时报送新建、在建、续建项目，做到

对辖区内建设项目底数清、情况明；

充分发挥青海省农民工工资支付预

警平台能实时接收各类欠薪预警的

强大作用，对建设项目信息与预警平

台信息不匹配以及各类欠薪预警提

醒，做到快速核实、分类处置，切实

提高了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发

放监管和风险防控水平。

充分发挥“全国欠薪线索反映

平台”“12345 政府热线投诉”及公开

全州 8 个联合接访点和 10 部接访电

话，健全完善对接机制；充分发挥农

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作用，开辟农民

工工资争议“绿色通道”，依法高效

维护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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