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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达 木 日 报 讯

（记者 马琴）今年以

来，我州以“全域打造

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

产业”为目标，紧密结

合柴达木盆地生态优

势，系统推进枸杞产

业标准化、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枸杞产业

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

性成效。

我州印发了《〈全

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

机枸杞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2025—2027
年）〉重点工作分工方

案》，明确责任、细化

分工，将 2025 年重点

工作任务细化分解至各县市，包括扩

大有机枸杞种植规模、建设枸杞良种

繁育基地、加大绿色有机认证、提升加

工能力、强化质量监管、拓展销售渠

道、加大品牌宣传等 14 项重点措施。

鼓励各地区建立“一地一档”动态管理

台账，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同时，立足高原特色农业实际，牵

头编制《有机枸杞标准化种植规范》地

方标准，已完成初稿，省农业农村厅与

省市场监管局正在联合审核。该规范

对栽植密度、水肥配比、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 12 项核心指标作出强制规定，同

步建立生产档案制度，实现从种植到

采收全程可追溯，为有机枸杞品质提

供刚性保障。

全州各地区正统筹自然资源、农

牧、林草等部门数据资源，开展摸底调

查，复核相关数据，计划启动枸杞产业

化信息“一张图”建设项目，完成全州

枸杞种植面积布局精准测绘，根据市

场需求和本地实际布局枸杞种植品

种，优化种植结构。目前，都兰县、格

尔木市、乌兰县已基本落实今年开展

标准化种植的地块，同步开展土地性

质复核及土壤改良前期工作，为产业

规划提供科学支撑。

将以都兰为核心区，规划建设巴

隆、诺木洪、格尔木三大标准化示范基

地。计划年内新增枸杞种植面积 3.4万
亩，更新换代老旧果园 4.1 万亩，补植

补栽有机苗木 635.58 万株。全面完成

枸杞产业集群项目建设，补齐精深加

工短板。通过集成水肥一体化、智能

监测等新技术，打造柴达木有机枸杞

标准化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标准化种植。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琴）近年

来，海西州融合驻村工作队、村民自治

组织、村级卫生室探索组建村级医保明

白人队伍，配备医保移动支付设备，结

合牧区地广人稀、牧民居住分散等实

际，探索马背医保经办服务模式，将医

保政策送到千家万户，确保牧区群众不

掉队、不漏保。

我州将医保经办服务事项纳入乡

镇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在牧业村设置医

保代办点，将医保参保登记、信息查询

等 3 项业务下放至村级医保代办点直

接办理，将新生儿参保登记、参保信息

变更、异地就医备案等 11 项业务下放

到村帮办代办，明确代办帮办工作原则

和服务事项清单及流程，由“医保明白

人”负责为牧民群众代办帮办医保业

务。开展马背医保经办服务，结合牧民

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组建马背医疗队，

常态化开展“巡草原、访牧民、进帐篷”

活动，以定期走访、巡回送药、宣讲政策

等方式，将医保服务窗口延伸至牧民

“家门口”，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同时，将群众常用、疗效确切的

316 种民族医院自制制剂纳入《青海省

藏（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不

断满足牧民群众用药需求。开展高血

压、糖尿病“两病”门诊医保待遇起底式

排查，印制医疗救助政策明白卡、“两

病”和慢特病政策明白卡及门诊慢特病

医疗证等“两卡一证”，普及医疗救助和

门诊“两病”慢特病政策，确保群众及时

享受医保待遇。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

室全部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依托“青海

医保”手机APP，激活电子医保凭证，配

备可移动医保支付设备，实现医保结算

从“进城办”“村里办”到“家里办”的转

变。2024 年为 9800 余名困难群众资助

个人缴费 200.99万元，为困难群众报销

门诊费用 1344.39 万元、报销住院费用

4298.2万元。

选派“医保明白人”组成宣传小分

队，深入牧区开展马背宣讲、帐篷宣讲，

面对面解答牧民群众关心的就医政策，

手把手演示“掌上”办理异地就医备

案、家庭共济账户缴费等业务。以牧

民群众身边医保受益人员现身说法，让

牧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医保的作用，鼓励

群众积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全州共组织村级医保宣传小分队

305 支开展集中宣传，实现牧业村入户

宣传全覆盖。

马背医保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

□ 新华社记者 王大千 陈杰

倒春寒反反复复，近来雨雪分外

多。在德令哈市的一处饲草基地，伴

随着大朵雪花匆忙赶来的，还有一辆

辆饲草运输车。“土地改良效果明显，

燕麦、紫花苜蓿等产量稳增，去年储备

各类饲草 1.5 万吨。但这几天订单紧

俏，快不够卖了。”青海奔盛草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傅云洁说。

从过去一遇大雪就“草焦虑”到

现在“找得到草，买得起草，及时运

草”，甘肃丹马牧草饲料有限公司负责

人高雷明说：“过去，一到冬春衔接期

或雨雪天气，羊就掉膘，遇上极端天

气，羊冻死饿死现象也时有发生。现

在，两天一个来回就能买到草，心里踏

实多了。”

地处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市常

年降雨量小，蒸发量大，特殊地质条件

形成了大片戈壁滩和盐碱地。近年

来，瞄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目标，这里以“政府+科研+企业”为平

台，在治理荒漠化、盐碱化土壤的同

时，开展饲草高效生产示范，不仅带动

周边农户更新技术种草增收，还以量

足质优的饲草保障更广阔的牧区保饲

抗灾。

“多年试验表明，种植燕麦、紫花

苜蓿等优质饲草是改良盐碱地安全有

效的方法之一。”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

学院研究员徐成体说，但成果推广长期

受限于试种面积小、散户技术难以标准

化等现实因素，“部门牵线，企业落实，

先进技术才有了突围、发展的空间。”

技术先进在于土壤和良种，效益

发展重在规模化经营。傅云洁介绍，

为扭转企业入驻之初出苗率低的困

局，青海省科技厅建立了“德令哈 001
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选派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 10名科技特派员常驻，将测

土施肥、利用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与

引进燕麦、紫花苜蓿、饲用豌豆、玉米

等种质资源同步结合，用 3 年时间基

本实现种收平衡。“企业活了，流转承

包土地面积从 1.6万亩增加到 7万亩，

规模效益逐年显现。”她说。

另据徐成体介绍，近两年，他们

筛选出适合高寒荒漠种植的优良紫花

苜蓿品种 5 个，实现出苗率 75%，越冬

率达 86%，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到

1.3%以上。同时，筛选获得耐盐小黑

麦种质资源超 20份，适应盐碱地种植

的饲草资源 2 个，相关项目示范推广

超过 2000亩，产值超过 1000万元。

短短四五年，眼见过去泛出白碱

的土地变成绿油油的一片草地，将部

分土地流转给企业的德令哈市尕海镇

陶哈村村民还想继续延长合同期限。

“每年有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保底，家

里羊群冬季补饲享受企业价格优惠，

这样的日子就该长长久久。”陶哈村党

支部书记尕布增尼玛说。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田格斯 通

讯员 茫宣）为深入贯彻落实“街巷长

制”工作要求，全面确保在环境治理工

作中“街街有人看、户户有人管”，茫

崖镇聚焦辖区内环境卫生、镇容秩序、

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检查宣传，持续

推进街巷长制工作。

根据所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的

基本情况，茫崖镇制定印发《茫崖镇关

于进一步优化推行街巷长制任务清

单》，划分街巷长 2 名，副街巷长 1 名，

监督员 2 名，街巷 8 条，充分发挥统筹

协调和组织领导作用，街巷长、副街巷

长、监督员协调联动，确保在街巷长制

优化、推行过程中正确履职，有效形成

工作合力。

同时，采取“日巡查”的形式，每天

对街巷的基础设施、环境卫生、门前五

包及“十乱”现象等问题进行巡查，及

时处理发现的问题，通过为民服务群、

微信公众号、集中宣传、入户宣传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线上线下形式，广泛宣

传街巷长制，吸引更多的群众积极参

与城镇管理，监督责任落实情况，实现

城市管理“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茫崖镇一方面通过推动多元共

治，邀请居民、网格员、楼栋长等共同

参与，持续加大巡查力度，进一步提升

问题发现与解决效率，确保街巷环境长

治久美。另一方面，鼓励居民举报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让街巷管理从“靠政

府”变为“靠大家”，久久为功打造整洁

优美、文明有序的城镇街巷环境。

德令哈：科技让戈壁荒地变饲草基地

在 青 海

奔盛草业有

限公司的饲

草 基 地 ，工

作人员在打

捆饲草。（受

访者供图）

2025 年

3 月，牧民在

青海奔盛草

业有限公司

的饲草储备

库 领 取 饲

草。（受访者

供图）

茫崖：推动“街巷长”实现“街长治”

柴
达
木
枸
杞
产
业
﹃
提
档
升
级
﹄
：

标
准
引
领
规
模
扩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