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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浩尔娃 巴图那生

初夏时节，万物葱茏。走进德令

哈市万庄农牧有限公司的温室大棚

里，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藤蔓间缀满

圆润饱满的果实，一派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的景象。随着首茬甜瓜进入成熟

期，该公司正式开棚，吸引周边客商、

游客纷至沓来，共同见证这一绿色农

业的丰收盛景。

走进大棚，一阵香甜的气息扑鼻

而来。放眼望去，翠绿的瓜蔓间缀满

饱满鲜嫩的甜瓜，种植户们穿梭其间，

娴熟地进行分拣、包装，虽汗湿衣襟，

眉眼间却尽是丰收的喜悦。

“甜瓜从坐果到成熟约 35 天，一

茬瓜藤可结两季果实。我们坚持绿色

无公害种植，全程不施化学药剂，自然

成熟的甜瓜果肉细腻、清甜多汁，口感

格外鲜嫩。”大棚种植户汪治强向记者

介绍道。

自开棚以来，每天来大棚内采摘、

购买的客人络绎不绝。市民品尝后纷

纷伸出大拇指点赞。“每年我都惦记着

来这儿，现摘的瓜果水灵灵的，咬一口

满嘴清甜。周末带着家人一起来体验

采摘的乐趣，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

活。”市民王琴边说边将刚摘的甜瓜装

入篮中。

如今，该公司占地 2247 亩，建起

328 栋果蔬大棚。棚内作物皆采用无

公害方式种植，以甜瓜、草莓、毛桃、葡

萄、无花果、黄桃、黄瓜、圣女果、西葫

芦等有机果蔬种植为主。不管是来体

验采摘的游客，还是种植户，都在这片

土地上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近年来，德令哈市万庄农牧有限

公司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因地

制宜，以果蔬采摘产业为引子，把分散

的群众组织起来，把零散的资源整合

起来，通过抱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

大力推动乡村农业向农旅融合方向转

型。同时，不断引进新品种、运用新技

术，完善了从果蔬育苗、种植到销售的

产业链条，走出一条大棚果蔬增收致

富的好路子。

在丰富德令哈市民的果盘和菜篮

子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不少就

业岗位。对于德令哈市柯鲁柯镇莲湖

村村民王永顺来说，公司带来了在家门

口就业的好机会，他说：“我已经在这里

干了 10年了，在家门口上班太方便了，

既每月收入稳定，还跟着学了一手种菜

的好技术，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德令哈市万庄农牧有限公司以绿

色创新为笔，在传统种植的画卷上勾

勒出现代农业的崭新图景。从传统农

业迈向科技兴农，该公司生动诠释了

乡村振兴战略下，“微小”的农业产业

如何迸发强大生命力，成为推动乡村

发展的强劲引擎。

鲜果缀满枝 田园邀客“趣”尝鲜

柴达木日报记者 查宝音 摄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琴）记者从

海西州农牧局获悉，依据《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管理办法》认定标准，以海西

州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为

主体申报的“柴达木枸杞”产品，历经州

级、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与优质化业务技术工作机构的严格审

核，最终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确定符合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要求，正式被

纳入 2025 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柴达木枸杞，源自青海省海西州这

片神奇的土地。海西州地理环境独特，气

候条件特殊，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
米，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烈，昼夜温差显

著，常年干旱、多风、少雨，土壤类型丰富

多样，为枸杞生长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

件。得益于此，柴达木枸杞颗粒饱满硕

大、色泽红艳、果肉肥厚，含糖量颇高，口

感甘甜，富含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

抗坏血酸、烟酸以及钙、磷、铁等人体必需

的营养成分，具备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等

药用功效，在消费市场备受追捧。

“柴达木枸杞”跻身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将极大提升其品牌知名度

与市场竞争力，助力柴达木枸杞拓展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海西州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海

西州也将牢牢把握这一契机，持续加大

枸杞产业建设投入，全方位提升产品品

质与附加值，让柴达木枸杞这张“金色

名片”更加耀眼。截至目前，海西州已

有 8 种农产品被纳入该名录，标志着海

西州特色农业品牌建设迈向新高度，为

海西州特色农业发展树立重要里程碑。

据悉，海西州将深入挖掘柴达木盆

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潜力，紧密围绕“名、

特、优、新”四大核心方向，培育出更多

具有本土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同时，借

助政策扶持、品牌营销等多元化手段，

全力推动农业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描绘出海

西州农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柴达木枸杞”入选2025年度

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扎西

措毛 通讯员 张生伟）为持续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切实将集

中整治成果转化为基层社会

治理效能，天峻县江河镇以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集中整治为抓手，不断改善畜

牧业基础设施，切实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江河镇

大力实施乡村基础设施更新

改造，着力解决群众的所需

所 盼 。 结 合“ 一 乡 镇 一 实

事”，积极协调对接牧民群众

畜棚维修改造，实施 2025 年

天峻县江河镇藏羊生态养殖

基地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320 万元，在 8 个村维修改造

畜棚 80座（每村 10座）。通过

为全镇 8 个村集中解决一批

“老破旧”畜棚维修改造问

题，不断改善牧民群众养殖

条件，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认

可度、满意度。

同时，为全面落实惠民

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

续提升社会保险服务水平，

该镇始终坚持“全民参保”宗

旨，抢前抓早、优化服务措

施，提供线上线下多渠道便

民医保参保缴费服务，最大程度方便

群众参保缴费，让群众健康有“医”靠，

目前，共缴费 2183 人。依托“春风行

动”，组织医保干事广泛开展政策宣讲

2场次覆盖 2000余人，力求做到不漏一

户、不少一人。借助一号文件宣讲、法

治宣传、养老认证等工作开展入户走

访，向老年人宣讲如何识别防范养老

金诈骗，确保群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江河镇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全

面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加强对符合保

障条件对象的审核认定，对 29 户在保

对象实行全覆盖入户调查核实，变“人

找政策”为“政策找人”，通过入户走

访、邻里询问、家庭收入核算等方式，

详细了解困难人群家庭人员健康状

况、就业收入情况，实时跟踪保障对象

财产变动情况，做到“户户进门、人人

见面”，精准识别出每一个真正需要低

保救助的家庭，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截至目前，新增低保 4 户 15
人，减保 2 人，切实做到“村不漏户、户

不漏人”，确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田格斯 通讯

员 茫宣）近期，青海省地质调查院与

茫崖市合作开展“重要地质遗迹调查

评价及成果转化应用研究”项目，重点

对柴达木盆地西北部地区各类典型地

貌和地质遗迹展开系统调查研究。

项目组在老茫崖区域考察湖相沉

积的风蚀雅丹地貌时，发现彩色鲕粒

灰岩、钙化木化石。学者认为这些化

石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通过对其进

行鉴定及年龄测定，能够反映当地古

地理、古环境的演变过程。

近日，项目组在该区域取得重大

发现：在采集钙化木样本时，于同一地

层表面发现一种类似荆棘类的远古高

等植物化石（具体名称有待进一步送

样鉴定）。该化石保存完好，细节特征

清晰可辨。

经研究，本次发现的化石产出于

上新统狮子沟组泥岩及细粉砂岩中，

呈棕褐色管状，直径一般小于 2厘米，

内部填充泥质及膏盐；外部可见密集

分布、短而突出的瘤状物，经肉眼初步

鉴定，疑似灌木类荆棘植物。

此类灌木类远古化石为茫崖地区

首次发现，且可确定与钙化木处于同

一地质时期。通过对地层和样本的综

合分析推测，在距今约 530—250 万年

的上新世期间，茫崖一带海拔较低，气

候环境温润，淡水湖与河流广泛分布，

适宜大量高等植物生长。

茫崖发现的荆棘类高等植物化

石，为研究柴达木盆地地理环境变迁、

植物演化等提供了珍贵的科学依据，

兼具科学、科普与美学价值，是珍贵的

地质遗迹和生态旅游资源。项目组将

对新发现的化石进行送样鉴定，并开

展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科学揭

示其“前世今生”。

茫崖发现荆棘类远古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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