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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记者 杨红霞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从

最初引领乡村迈向整洁有序，历经“千村精品、万村美丽”阶

段实现深化提升，让乡村愈发美丽宜居，再到“千村未来、万

村共富”阶段迭代升级，助力乡村迈向共富共美。在此过程

中，“千万工程”内涵不断丰富，外延持续拓展，成果日益显

著。

青海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循序渐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

性成果……在青海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指引与重要遵循。在

“千万工程”经验的带动引领下，青海乡村发展活力不断迸

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步履铿锵，越来越多的村庄变得更美

丽、更宜居，增收致富有力有道，幸福生活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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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村庄绿化、庭院美

化、道路净化、垃圾分类处理、污水集

中排放……当一项项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铺展开来，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落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纸面”落到了

“地面”。

来到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东峡镇田家沟村，村内两座山上遍植苗

木，家家户户的外墙饰面被统一成和谐

的色调，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一条清

澈的小河潺潺穿村而过，河道两岸铺设

的木栈道，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了漫步赏

景的好去处。沿着村道前行，一块块精

心制作的美丽乡村展示牌有序排列，生

动展现着村庄的新风貌。

近年来，田家沟村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下足了功夫。从人畜饮水工程

的完善、河道的系统治理、管网的全面

改造，到文化广场与文化长廊拔地而

起、路灯亮化照亮村路、外墙保温提升

居住舒适度，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从

大的布局到细微之处，全方位的改造让

田家沟村的村容村貌实现了翻天覆地

的蜕变。

2022年，天然气通到了村民家中，

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道路硬化

工程延伸至每一户村民家门口。随着

田家沟污水处理站建成并投入运营，

家家户户的旱厕改造成了干净卫生的

水厕，乡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田家沟村地理位置优越，西临黄

白牙山地林区，南靠大通鹞子沟国家森

林公园风景区，东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南门峡镇山地梯级农田，北对达坂

山。新建的克大高速公路东峡出口就

在村口。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田

家沟村因势发展旅游业，村里修建了旅

游公厕、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旅游设

施，让村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驻村第一书记李勇已经在田家沟

村驻守了 8 年，亲眼见证了村子的巨

变。曾经的重点贫困村，如今已发展

成为青海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更是大

通县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李勇感慨地

说：“乡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我们

发展旅游增添了底气，而产业发展又

能回馈乡村建设，形成了良性循环。”

2023年，田家沟村实施“森林乡村”

项目，参照城市园林绿化标准精心设计，

打造出有弯有坡、有林有景的绿化景

观。进入夏季，山水相依、繁花似锦、林

木茂密，乡村美景便在这里徐徐展开。

田家沟村的改变颇具典型性，但并

非个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青海聚焦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向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转变。2024年以来，通过实施“321”
示范引领工程，建设 300个高原和美乡

村、200个乡村产业示范村和 100个乡村

治理示范村，推动乡村整体提档升级。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青海的百乡

千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焕发新颜，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激发出自身原动力，

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逐浪前行。

产业引领

乡村发展活力迸发

新年新气象。1月 2日，西宁市湟

源县波航乡上泉尔村驻村工作队赶赴

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为新订单购

置设备和原材料。

湟源泉胜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

是上泉尔村的村办企业，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正式开业，主要生产加工采矿

样品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业务

范围逐渐扩展到宣传手提袋、压袋加

工等各类定制化服务。自营业以来，

公司陆续吸纳村留守劳动力 24 人，承

接各类订单近 14万个，订单总额 95万
元，发放人员工资 18.82 万元，人均增

收 3000元。

立足资源禀赋培育乡村产业是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不二选择。上

泉尔村既不靠山也不临水，缺乏地域

特色，且不具备种植养殖规模发展的条

件。驻村工作队在全面了解、掌握村情

民况后，充分利用工作队熟悉地勘系统

相关业务优势，以村留守老人、妇女为

资源，确立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作产业

方向和“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强村富民”的工作思路，采用“党支部+
公司+留守妇女”模式，成立湟源泉胜

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上泉尔村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产业发展路子。

上泉尔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冬表

示，在创办企业前虽能解决部分人员就

业问题，但难以带动村子整体发展，想

让村子整体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得像其

他发展特色产业的村子一样有自己的

产业。“我们现在的工人多少都会一点

针线活，对她们稍加培训，也算是发挥

了她们的特长。让大家能在家门口就

业，同时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现由

‘小投入’到‘大收益’的转变。”李冬说。

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棋盘中，产业

振兴是重中之重。记者从青海省农业

农村厅了解到，2024年，青海省将年度

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 69.56%用于乡村

产业发展，实施 973 个产业项目，带动

农牧民 56.1万人增收。统筹各类资金

7.67亿元，在全省范围内建设 200个乡

村产业示范村，因地制宜通过多种业

态带动群众参与并受益。

放眼全省，各地依托资源禀赋，从

种植到养殖，从特色旅游到特色产

业……以产业带动乡村发展，物尽其

用，人尽其责，乡村小产业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大发展。

共同聚力

东西部协作促振兴

举办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地区

产销对接推介洽谈会；组织 55 家东部

企业、批发市场到青海对接洽谈；先后

在南京、盐城、扬州等地举办“第三届

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商品

展”“青海农特产品江苏行”等活动 20
场次……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

离不开各方协调、共同聚力。对口援

助、东西部协作就是青海助力乡村振

兴的有力臂膀。

江苏省在青海承担了对口支援和

东西部协作双重任务。好风凭借力，

苏青协作以来，两省联合打造“净土青

海·高原臻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形

象，实施“青”字号农畜产品品牌培育

行动；在江苏累计开设 60 个直销、展

销门店，布设 56 个专柜；培育 10 家企

业为苏青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省级示

范销售平台。2024年，持续推动“青货

出青”“青货入苏”，江苏采购、帮助销

售青海农特产品达 6.2亿元，有力助推

青海乡村振兴局面。

在江苏省徐州市，一家具有民族

特色的青海生态特色体验馆开在了人

来人往的农贸市场附近，主要销售来自

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牦牛肉、冬虫夏

草、黑（红）枸杞、黄菇、蕨麻等绿色有机

产品。

作为东西部协作中拓展消费协作

的前沿阵地，为支持创建融合展示、销

售、体验于一体的新型帮扶馆，已实现

江苏 7 个对口设区市青海消费帮扶体

验馆（直营店）全覆盖。瞄准长三角、京

津冀、粤港澳、川渝 4个地区，持续加大

直销力度，青海农特产品走进 3500 家

商超。

为深化东西部协作，2024年，青海

共落实年度东西部协作资金 8.588 亿

元，以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劳务协作提升“四

项行动”为重点，扎实开展协作工作，

实施帮扶项目 310 个；引进 49 家江苏

企业，投资额达 43.5亿元，苏青消费帮

扶金额同比增长 34.8%。

乡村的改变离不开上下齐心的努

力，增收致富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共同

托举。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乡

村实现从宜居宜业到治理有效的提

升，从产业兴旺到乡村振兴的跨越。

当安居乐业不再只是一句口号时，增

收致富之路会愈发顺畅，乡村全面振

兴必将在青海大地绘就出崭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