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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青海省海北州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 、 绿 色 、 开 放 、 共 享 的 新 发 展 理 念 ， 紧 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提出的“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的指导思想，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

环，率先打造海北州高质量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努力推进产业特色化、区域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努力推动绿水青山变为金山

银山的现实路径，持续巩固脱贫攻坚，做好产业振兴大

篇章，在青海产生示范效应。

海北州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亮点

（一）以特色产业振兴，加快乡村振兴发展

结合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食

用菌、中藏药、冷水鱼、高原特有物种鹿、麝等特色种

养业、农畜产品深层次加工业等特色产业，扶持建设一

批脱贫人口参与度高的特色农林牧业生产基地，持续辐

射带动脱贫地区和农牧户发展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

如，门源县投资2441万元实施食用菌产业园（泉口镇后

沟村、沈家湾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项目，在门源

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新建食用菌种植大棚80栋及配套

设施，四季在冬暖棚内均可生产出优质香菇子实体，培

育出营养和药用成分很高的珍稀菌类（高寒冷凉菌），

采取“统一菌种研发、统一制菌品种、统一种植技术、

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方式，使得食用菌

供不应求，年可上架香菇菌棒320万棒，实现产值1986.6

万 元 ， 实 现 利 润 2 8 8 万 元 ， 同 时 ， 可 实 现 稳 定 就 业 1 6 0

人。香菇产业成为门源县又一张“金色名片”。

为了全面推动海北州乡村振兴，海北州委州政府结

合全域旅游示范州建设，持续打造“梦幻海北”品牌，

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游、民族风情游、宗教文化游、特色

农业游、农事体验游、自驾游、户外游、养生游、红色

游等复合型、多样型旅游产品，全力形成“近郊依城、

远郊靠景、沿路沿河、城乡互动”的产业布局，加快乡

村振兴旅游试点建设，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提高脱

贫地区群众参与度，使生态旅游产业与传统农牧产业、

特色农牧产业及文化产业融为一体、有机结合、相互驱

动。刚察县投入衔接资金1495万元，实施生态旅游产业

发展（旅游综合体）建设项目，在泉吉河新建湟鱼洄游

观光玻璃栈道、旅游餐饮摊位等，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

的调整，呈现当地旅游、民族文化等产业相互协调、相

互促进的局面。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通过销售门票

实现直接增收，依托摊位实现间接增收，并可吸纳当地

剩余劳动力就业。

（二）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有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坚 持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打 造 青 海 省 绿 色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亮点及成效
——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为例

 罡拉卓玛

青海省海北州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导向，以“稳量、提质、补链、扩输”为路径，以“强

特色、增绿色、创品牌、促转型、建体系、打基础”为路线，不断做优做精海北绿色有

机农牧产业。为了进一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海北州建立《乡村振兴试点村

建设实施意见》，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

兴”为抓手，一体化推进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五个三”行动，推动海北打造“三美”

“四宜”“五振兴”乡村振兴试点村，探索形成具有海北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和经验，

为青海省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可借鉴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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