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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生态底色 绘就乡村新画卷 书写民生答卷
—青海格尔木市七十载沧桑巨变新时代筑梦辉煌

◎ 樊永涛

“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42.3%，建成区绿
化覆盖面积949.45公顷、绿化覆盖率22.07%、
树种总数量达587.62万棵，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48 平方米，沙尘天气同比减少……”70年
来，一代代格尔木人用汗水浇筑起绿色家园。
从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前筑路大军种下
的第一批树到如今大大小小的公园绿地点缀
人们的生活；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
国绿化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到逐步形成“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整体绿化格局。格尔木人
正在用生机盎然的绿意、繁花满园的盛景，装
点这座城市。

沿着环城路缓缓前行，映入眼帘的是数十
公里长、数公里宽的“绿墙”。绿树成荫，舒适惬
意，“千亩林区”让人切实感受到格尔木人染绿
戈壁荒漠的雄心壮志和丰功伟绩。

格尔木常年平均降水量低于50毫米，而年
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根据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及其变更数据以及2022年青海省第
六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报告，格尔木现有沙化
面积4675.24万亩，高寒干旱、黄沙肆虐让荒漠
化治理与绿化建设困难重重。

“我们通过科学选用草种树种、安排绿化
用地，严格执行苗木筛选、整地栽植、抚育管护
等标准程序，聚焦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格尔木
市林业和草原站副站长范芳芳介绍，目前实施
林草项目54个、完成人工造林3000亩、沙化治
理620亩，栽植各类苗木33.3万余株。

多年来，格尔木市从戈壁荒滩，蝶变成绿
意葱茏的“经济绿洲”。每年春秋频频侵扰的沙
尘暴变少了，市区土地也绿了。每至旦暮，在儿
童公园、新区湿地公园，散步、慢跑、休憩的市

民群众与城市美景“同框”，构成了一幅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景象。

这背后，是格尔木克服土壤贫瘠、植树造
林造价高、树木存活依赖地下水、管护难度大
等困难，积极转变思路，采取封沙育林草、工程
固沙和草原改良的多元策略的成效。

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格尔木市落实“一
长三员”网格化管护责任，设立131名林长，落
实405名护林员、1065名草原管护员、101名
湿地生态管护员，常态化开展巡林巡草工作，
切实将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仅2023年
完成林地管护336.32万亩、湿地管护62.85万
亩、林业有害生物防治6万亩、草原鼠害防治
80万亩，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5604.3万亩。

格尔木南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北为察
尔汗盐湖，有柴达木盆地最大的连片荒漠化
土地，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柴达木盆地的生态
状况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全国重要生态保
护屏障的核心地带、青海省首个生态原产地
产品保护示范区。为此，格尔木市积极融入国
家战略，承担的《三北工程六期规划》柴达木
盆地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区位于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属于三北
工程青海片区核心攻坚区，通过与省州林草
部门积极对接，确定工程建设任务为 130.21
万亩，其中沙化土地综合治理90万亩，成效巩
固40.21万亩。

步履不停，日落星野，绿洲不断向大漠深
处延伸——从点到线，从线到片，一棵棵、一簇
簇、一丛丛草木牢牢锁住戈壁荒漠。格尔木市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格尔木市把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打下坚实的基础。

清晨，琅琅的读书声从江源路小学传出，童
声清脆入耳，童语真诚热烈。

进入校园，有关“雅行文化”的标语和名言
故事带着一种别样的温度，深深蔓延在整个校
园里，显出了整个学校的大气和儒雅。校长朱序
忠介绍，学校坚持“求实创新，雅行立人”的办学
理念，以塑儒雅教师、育文雅学生、引和雅家长、
建优雅学校为办学目标，推行雅行文化，培养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无论是开展活动，还是课间休息，学生们
都表现得十分有礼貌、很文雅，也懂得互相谦让
和尊敬了。”朱序忠说，自从在校园践行孝雅文
化后，整个学校的校园氛围变得越来越好了，对
学生们的日常品行、思维模式、人生态度和价值
取向都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雅行教育的实施使学校和学子悄然发生着
改变，也成为格尔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张
名片。

近年来，格尔木市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目标，对教育的关心程度更高、支持力度
更大、倾入心血更多。在思政教育方面，在全省
率先探索推行“一心四全八阵地+”工作法；在
办学条件改善方面，近三年投入教育资金3.28
亿元，实施教育项目46个，新建学校12所，新
增学位3000余个；在师资水平方面，新招录教
育辅助人员，重点向农牧区学校分配；在教学质
量方面，深入推进教学教育改革，大力实施“大
教研”“名师工程”等教研活动；在智慧教育方
面，建成智慧教育云平台，提供了覆盖教、学、
考、评、研、管的全过程信息化应用服务。

成立于2002年的建兴巷社区地处格尔木市
中心，针对辖区流动人口多、企事业单位多、宾馆
旅社多、破旧平房多、商业网点多、出租大院多、
困难群众多、少数民族多、流动人口变化快的特
点，社区党支部将辖区各级党组织整合起来，用

“五网”开启“治理型”社区新模式：一张“组织
网”，形成大党建合力效应；一张“服务网”，通过
便民服务站，让居民群众一条龙办理完各类事
项；一张“区域网”，让6个网格依据自身情况开
展工作，一个网格一个特点；一张“防控网”，广泛

动员起社区义务志愿者队伍，壮大群防群治力
量；一张“智慧网”，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各类信
息快速送达居民群众身边，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如今，辖区的矛盾纠纷少了，居民群众的
气顺了；社会治安环境改善了，居民群众出门安
心了；社区服务越来越到位，居民群众笑容更多
了。”建兴巷社区党支部书记杨碧兰介绍。

不管是教育还是基层治理，每个词背后所对
应的是沉甸甸的“民生”二字。在日益增长的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格尔木市一项项惠民政策
接连出台，一笔笔民生支出相继落地——仅
2023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7.45亿元，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20.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9.37亿元、增长17.6%，完成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25.65亿元、增长5.2%，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4.028万元、增长4.5%。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格尔木市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突出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
务，加快青海省副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尔木篇章，为全州全省全国
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书写民生答卷增强群众幸福感

党建引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延长产业链
条，带领村民致富；勇担社会责任，接续乡村振
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格尔木市从乡村长远
发展着眼，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品
质、带动和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局出发，因地
制宜、有的放矢地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扎实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乡村社会治理等
工作，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走进格尔木市郊的长江源村，村道两侧笔
直挺拔的新疆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醒
目。从2004年开始，为保护长江源生态，牧民们
从400公里以外的高山牧场搬迁至此。

近年来，长江源村党支部借换届之机，让
有经济头脑、思维活跃、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充
实村“两委”，为长江源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
液，带来了可喜变化。从外地打工回村的扎西
达娃在党员群众的一致赞成中，被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

新班子上任后，决定成立牛羊养殖合作社，
走绿色畜产品加工的路子，但一开始就遭遇了

“滑铁卢”，小藏羊体弱，一星期便死了5头。党支
部便迅速转变思路，选择在420公里外的唐古拉
山镇牧区放养，村里负责收购、加工和销售，逐步
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牧民+电商平台的经营
模式。提起长江源村的发展之路，扎西达娃不无
感慨：“就是村集体经济有了突破，让村民觉得村

‘两委’能干事，后续工作干起来才有群众支持，
乡村振兴这摊‘水’算流动起来了。”

“截至2023年底，长江源村村集体经济收益
首次突破1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67万元，同比增长8%。”长江源村第一书记梁
亮介绍，通过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跑项

目、筹资金、作推广，先后投资300万元建成并实
施牛羊冷冻加工厂项目、投资736万元建设“蕃
巴仓”藏文化传承基地、长江源村物流仓储项目；
通过资源整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成投运“长
江牧歌”野奢帐篷营地、“长江1号”越野赛车场、
大型停车场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投运，成功
解决了部分村民就近就业问题，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和村民收入的‘双增收’。”梁亮说。

同样，修鱼塘、盖鸡舍、建猪棚、开办现代农
业体验馆、经营农家乐……红柳村“循环农业”
的发展途径，不仅让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还让
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

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红柳村乘着
乡村振兴的春风，注册商标‘大头哥’，成立仁达
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形成了集农产品种植、加
工、销售、农业管理、科研、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
模式。”目前，合作社固定资产已达4000多万
元，年利润500万元，每股分红600元，解决当
地就业200人，合作社已成为格尔木标准化农
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先行典范，“大头哥”已成
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红柳村党支部着眼村域治
理短板，创新推行“一巷八户长”工作机制，推选
出17名“八户长”，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做到了“群众吹哨、户长报到、联保周到”。

“过去闲聊赌博、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等现象
得到了根本性改变，有力提升了村级治理科学
化水平。”李国善说。

长江源村、红柳村的蝶变源于格尔木市科
学制定工作措施，加快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进度，
擘画了村庄有规划、环境美如画、产业特色化、
生活传佳话的振兴蓝图。

绘就乡村新画卷谱写振兴新篇章

曾经在柴达木盆地中部、昆仑山以东，有一片遍布沼泽的荒滩，当地人称之

为“格尔木”，这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并没有确切的地理位置。

新中国成立之后，组织修建青藏公路的开国少将慕生忠来到这里，一位战

士问：“将军，格尔木到底在哪里呢”？慕生忠凝望着昆仑山，神情庄重、语气坚毅地说：“我们的帐

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那一刻，“格尔木”真正诞生了。

从1954年建政至今，青海省格尔木市这座高原戈壁新城，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

历程，“瀚海明珠”已化茧成蝶，在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办好民生

实事绘就幸福底色的道路上，奋勇争先。

厚植生态底色书写“绿色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