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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青海湖畔金色牧场 牛肥羊壮走俏市场（上）

【同期声】记者出镜 段莉：

初冬时节，寒意已浓，行走在辽阔的草原之上，清冽的湟水已凝结成

冰封的河床。放眼望去，一边是连绵起伏的雪山，一边是金色的牧场，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海北藏族自治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

供了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今天，我们以行进报道的方式，讲述海北

州独具特色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故事。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地处青海湖东北岸的海晏县，全域宛如

一个绿色生态的“大牧场”，“河清海晏”是对它最形象、最为贴切的美

誉。近些年，立足本地资源，草产业成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的基础产业。

【同期声】（画面出“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饲草料储备基地”字幕、

现场声）

记者 段莉：书记您好，咱们饲草（料）储备基地属于村集体经济，

是吗？

海北州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党支部书记 更登尖木措：就是我们村

集体经济，因为我们村有 1.8万亩的人工牧草地。我们依托人工牧草

地，建成了现有的饲草料储备基地，库房在 14000平方米左右，种

子化肥库将近在 800平方米左右，还有我们的机械库等。

记者 段莉：这个饲草它属于是燕麦饲草，是吗？

更登尖木措：对，这是我们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推广出来的海拔 3000

米以上的优质燕麦草，产量特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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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段莉：我们看到，在咱们的仓库里，这些燕麦草已经打包成捆

了，摸起来也非常得厚实，一捆燕麦草它的重量有多少？

更登尖木措：这一捆燕麦草它的重量大概在 45斤左右，以前我们传

统的人工收割，现在用到机械化了，机械化的原因，我们把这个牧草

就是来铡切、揉丝等，就是为了牛羊的适口性更好一点。

记者 段莉：咱们刚才提到了说这是村集体经济，每年牧草丰收的时

候，是我们最繁忙热闹的时候，咱们牧民的收益情况如何？

更登尖木措：每年将近发放 170多万元的流转费，农闲的时候，我

们牧民就不用出去外面打工，耕、种、收这一块上我们老百姓到我们

田里来，每个月人均收入在 3000元左右。

记者 段莉：饲草产业让我们的牧民群众也得到了致富增收的新路径，

同时也使推进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得到了双赢。

【同期声】记者出镜 段莉：

离开饲草料储备基地，我们来到了三角城镇西岔村，正好赶上村民祁

顺金今天要将家中的羊送到交易市场。

【同期声】（画面出“海晏县三角城镇西岔村”字幕、现场声）

记者 段莉：您好，今天有多少只羊送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海北州海晏县三角城镇西岔村村民 祁顺金 300只左右。

记者 段莉：交易订单都谈好了吗？

祁顺金

嗯， 跟经纪人谈好了。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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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海晏县交易市场，现在祁顺金家里的羊

已经全部运送到这里。在现场交易中，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

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叫牛羊经纪人。

【同期声】（画面出“海晏县活畜交易市场”字幕、现场声）

记者 段莉：陈师傅，您做“牛羊经纪人”从哪年开始？

海北州海晏县活畜交易市场“牛羊经纪人” 陈俊柱：从 2018年开始的，

将近六年了。

记者 段莉：祁顺金他们家中今天的这笔订单要运送到哪里？

陈俊柱：运输到四川成都，装了 300多只母羊羔。

记者 段莉：平时我们订单的交易量，还有发送的频次大概是多少？

陈俊柱：平均一星期一车到两车，多半都是发到四川、广东还有云

南。

记者 段莉：您做牛羊经纪人来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觉得咱

们活畜交易市场给我们（牧民）带来哪些好处？

陈俊柱：好处多得很，我们直接过磅、打耳标，方便得很。从这个

平台，我们直接可以联系到羊主，和羊主之间我们从电话里把订单订

好，直接拉过来就可以。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

通过活畜交易市场，牛羊有了好的销路，牧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

实现了“建一处市场、兴一方百姓”的目的。从草产业起步到活畜交易

集中化、平台化，海晏县通过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在保护草原的同时，

让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海晏县牛羊肉产品的知名度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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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也大幅度增加。

（画面出“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字幕、现场同期声）

【同期声】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拓守业：我们屠

宰完以后的牛羊经过 36到 72小时的冷却排酸之后，到我们的分割

加工车间，进行剔骨、分割、包装，然后进入冷藏、销售。

记者 段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冷却排酸，冷却排酸对我们肉质有什

么样的影响？

拓守业：冷却排酸的牛羊肉会使肉汁更加鲜美，肉质会更加丰富。

记者 段莉：也是这样优良的肉质品质，让我们夏华小牦牛的品牌影

响力越来越强。售渠道和订单方面，公司现在的成效如何？

拓守业：目前我们在全国有 32家经销点，然后是年可销售各类牛羊

肉产品 2200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一亿两千万元。

记者：段莉；公司在海晏县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上，作

为龙头企业，做出了哪些工作？

拓守业：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产业带动，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八位一

体”这样一个产业链，从饲草种植、饲草料加工、牛羊养殖、有机肥

料、科技屠宰、精深分割加工、冷链销售到餐饮连锁，从牧场到餐桌

这样一个全产业链模式，通过这样一个完整产业链来带动咱们海晏县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建设。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做优做强绿色有机农畜产业，鼓起了牧

民群众的钱袋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引领区贡献了海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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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采访还要继续，下一站，我们将前往青

海湖的西北岸，记录海北州刚察县汇聚合力打好“组合拳”，推动畜牧

业加速奔跑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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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冬走基层看落实】

海北：青海湖畔金色牧场 牛肥羊壮走俏市场（下）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离开河清海晏的绿色生态“大牧场”，我

们在青海湖北岸的冬季牧场上一路西行，驱车 100公里，来到青海

湖西北岸的刚察县。刚察以牧为主，全域有 1030万亩草场面积，2023

年年末，牛羊存栏量 108万头只。在和当地牧民的沟通交流中，我

们了解到，今年，牧民家中牛羊的出栏率明显提高，收入也比往年增

多了。

【同期声】（画面出“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压公麻村”字幕、现场声）

记者 段莉：请问咱们家中牛羊现在有多少头？今年牛羊出栏的数量

有多少？

海北州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压公麻村牧民 切桑扎西：【藏语：配音压

混】150多头牛，300多只羊，今年卖出去了 200多只。

记者 段莉：收入能达到多少？

切桑扎西：【藏语：配音压混】人均两万一千元。是政府的政策好，

党的温暖关怀，我们把牛羊养得膘肥体壮，就能有不少收入。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在以往，压公麻村的牧民都是自家养

羊，出栏的时候按毛重出售。在政府引导支持下，2022年，村子里

建起了养殖基地，牧民们把家中的羊入股，不但解决了出栏时的销售

难题，也得到了丰厚的分红。万只藏羊繁育生产基地打破传统的活体

销售模式，以牛羊肉初加工为主体销售，压公麻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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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增加，畜牧业生产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

【同期声】（画面出“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压公麻村万只藏羊繁育生产

基地”字幕、现场声）

记者 段莉：书记您好，咱们村子今年牛羊出栏情况怎么样？

海北州刚察县伊克乌兰乡压公麻村党支部书记 拉藏南吉：

（去年以前）我们老百姓牛羊出栏的方面特别有困难。我们压公麻村

今年差不多 13000只羊、2300头牦牛已经出栏了。

记者 段莉：那咱们村子人均年收入能达到多少？

拉藏南吉：

按我们压公麻村的话，人均收入是 21000元左右。

记者 段莉：局长，咱们这个收入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怎样一个变化？

海北州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党组书记 局长 李国林：与去年同期

相比的话，我们预计今年增幅要达到 7.6%左右。

记者 段莉：确实，牛羊出栏给咱们牧民群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也

增强了他们养殖的信心。在咱们刚察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要把刚察的

每一只羊都放在包装盒里，销售出去、输出出去，那么在这个改革方

面、打造农畜产品输出地，我们做了哪些改革举措？

李国林：我们根据刚察的现状和长远发展的实际，刚察县开展了农牧

业“五化”改革思路，“五化”指的也就是生态化、产业化、集约化、品

牌化和智慧化为引领，推动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段莉：从而让我们刚察的优质的牛羊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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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刚察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国林还特意告诉我们，今年以来，刚察县坚持“开门办节会”与“走

出去推介”相结合，由县级领导带队前往山东、广东、广西等省外市

场推介。前不久，18万只藏羊进京、价值 1.6亿元的总销售额就是

最直接、最有力、最显著的成效。从各项综合改革举措中，我们看到

了刚察县注重产业配套建设、搭建融合发展产业体系的信心和决心，

看到了实干的成果。

（画面出“刚察县冷链仓储物流基地”字幕、现场声）

【同期声】记者出镜 段莉：

今年刚察县投入运行了县域内最大的一个冷链仓储物流基地，现在我

们就是在基地的冷库内，里面的温度低至（摄氏）零下 18度。

【同期声】

记者段莉：您好，咱们冷库的规模有多大？

海北州刚察县青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 王成君：冷库

的规模大概在 3800个平方米，有 5间冷库。

记者 段莉：那目前的一个存储量呢？

王成君：截至目前是 3500吨左右，其中有三间冷库是免费提供给刚

察县的合作社村集体，免费存储。

记者段莉：以前牛羊肉的保鲜运输是制约产业做大做强发展的短板，

如今随着冷链物流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为刚察县有机农畜产品的输

出提供了坚强的保障，优质的刚察县有机农畜产品走出了刚察，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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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广。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以推进农牧业综合改革为抓手，刚察县

立足资源优势，构建“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高效农牧产业体系，

将生态保护与农牧业产业发展有机结合，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产品输

出力。走出农牧业转型发展的刚察路径，让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

产业结构越来越“优”，刚察品牌越来越“响”。

【正文】（记者配音 贴画面）记者手记：行进式采访中，我们看到

了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也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勠力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的信心和决心。青海湖北岸，海北大地

焕发的生机与活力，正是当下我们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

影。探索新路径，引领新发展。海北州正在做大做强藏羊、牦牛、饲

草等五大主导产业，做精做细肉牛、肉羊、蜂蜜、黄菇等八大特色产

业，走出一条“5+8+N”的农牧业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今年是省部共同

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第四个年头，总结成效、抓

住机遇，海北正勠力同心、汇聚合力，正大步向前，加速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