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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大红岭打造成体系性
发展生态产业的长期事业。”罗彬
是这么计划的，也是这么做的。

罗彬协调组织国家和省级科
研团队进行了科学的定位研究和
产业布局，规划出“一心（杏博园）
二翼（南北向褡裢湖花海游览景
观视廊，东西向佛掌沟花海游览
景观视廊）七片区（青宏杏经济林
种植区、田园科普体验区、综合服
务区、花海生态景观区、动物饲养
体验区、郊野山体体验区、森林康
养区）”的大红岭生态田园项目布
局结构，算好创业当中的“生态”

“经济”“民生”三本账，理顺“社会
公益”“短期利益”“长期效益”三
方关系，使生态治理下的田园经
济综合体做到绿富同兴、绿富同
行。

罗彬引领他的干部职工，按
照规划在园区内建设杏博园，将
多年科研培育并成功转化为青海
省林木良种的“青宏杏”，对它
的前世今生赋予科普文化宣传，

让人们在荒塬之上的杏博览园里
直观感受春花秋果，了解“青宏
杏”的卓越品质和未来产业发展
模式。

百亩杏博园现已建成5.33公
顷，收集栽植地方杏品种 46 种，
最终建立起国家级的西北区域杏
种质资源研究基地，为后续产业
发展和科研工作打好坚实的基
础。

如今，“青宏杏”已成为平安
区杏福岭生态有机富硒林果产业
园的主导性产品，并将这片土地
打造成了海东市乡村振兴“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示范高地。

针对本地资源、风土文化、区
位特点等自然禀赋，发掘出“青宏
杏”的独特价值，紧依市场需求，
创新开发特色项目、拳头产品、优
质服务，在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
配中提升了农林与文旅产业融合
的自然价值。

罗彬用差异化发展的思路，
加强整体规划，将杏福岭系统打

造成为海东市林下经济的特有品
牌，规避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形成
了独具特色、自有其美的发展态
势。

如今，荒塬变青山，荒地变福
地，两翼花海景观视廊相映成趣。

2021年至 2023年，海东市平
安区委区政府将每年的海东市平
安区乡村旅游季暨“杏福岭”赏杏
花活动安排在杏福岭举行。

看着今非昔比的大红岭，平
安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张攀杰说：“宏博公司投资打造的
平安大红岭生态田园综合开发项
目，是平安区生态治理、产业融
合、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的新样
板，推动了平安生态文化旅游事
业大繁荣，是经济社会质量大发
展，人民生活质量大提升的生动
实践。”

算好创业三本账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近年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主动融入“五个新海东”建设战略布局，因地制宜、有力有序
推进乡村建设，深入开展“净美互助”行动，持续完善农村基
础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乡村综合承载力和品质，努力让人
居环境更加美丽宜居。

互助县聚焦乡村建设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严格按照
“统筹使用、提高效益，应整尽整、应合尽合”的思路，积极探
索“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模式，科
学制定全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重点支持乡村建设
各项重点工作，并在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合理布局乡村
建设任务规模，全面打破行业壁垒，将美丽乡村、居住条件改
善、厕所革命、人居环境整治、村庄绿化、农村综合改革等资
金整合到乡村建设上来，充分发挥项目资金整合聚集效应，
全力画出乡村建设最大“同心圆”。

按照“规划捆项目、项目捆资金、资金捆落实”和“干一个
成一个”的工作思路，互助县紧盯乡村建设短板不足，突出解
决群众刚需、打造村庄特色、捆绑整合项目，集中资金、集中
资源、集中时间，抓点示范、以点带面、整体推进乡村建设行
动，精准实施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乡村建设项目，全力构
建“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美丽”的乡村建设格局。2021
年以来，全县统筹整合项目资金5.4亿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73个、乡村振兴（旅游）试点村项目40个、农村户厕改造
9496户、居住条件改善6107户、美丽城镇项目1个、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15个、村庄绿化项目47个。

同时，互助县还扎实开展“净美互助”行动，持续完善村
庄日常保洁、基础设施管护、经费筹措保障、监督考核评价等
长效机制，充分发挥村集体和农民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持续健全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
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的乡村建设群众参与机制，有力助推
了乡村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建得好、管得好、用得好。

“净美互助”

让乡村美了起来

杏福岭里的“杏福”带头人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摄影报
道

沟壑纵横，峰峦叠嶂。位
于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西
南侧的大红岭山，如同大地母
亲额头上刻下的皱纹，沉淀着
岁月的痕迹，埋藏着历史。

从平安城区向南出发，沿
着蜿蜒的山路行驶 15 分钟便
来到大红岭。站在大红岭的
一处高坡上，看到的是一片片
被杏树覆盖的山头，绿色正在
这里蔓延。这几年，大红岭由
荒山变青山、荒地变福地，成
为当地人口中的“杏福岭”。
然而，这巨大的变化与杏福岭
的“主人”——罗彬息息相关。

“5年了，真的不容易！”望
着蔓延开来的绿意，罗彬感慨
道。对于他而言，这 5 年并不
是岁月静好，而是一路艰辛。
这5年，有关罗彬的故事，也随
着每一棵树的根系深深扎进
这片厚土里。

罗彬和海东结缘，仿佛是冥
冥之中的安排。

1980 年，罗彬出生于四川省
自贡市的一个军工家庭。1998年
底，他带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带
着童年的军人梦想，走进了福建
省漳州市空军某雷达团，以优异
的训练成绩被挑选到团机关公务
班，不久后被提升为班长。

2000 年，他把报考军校和改
选士官的名额让给了战友，选择
回到家乡。在部队的千锤百炼，
让罗彬有了不服输的韧劲儿，也
让他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
子。

2001 年，罗彬说服父母放弃
了政府安置工作的机会，便开始
进行市场调研和创业准备。不久
后，他成立了自贡市宏宇建材工
程安装公司，制作钢结构和铝合
金卷帘。

创业初期，罗彬既是一线销
售，又是施工员，又是设计师
……设计上精益求精，制作上不
偷工减料，安装上严格要求，很
快他便打开了家乡的门窗制作市
场。

在 创 业 的 5 年 里 ， 有 苦 有
甜，有赔有赚，但在罗彬看来，
却是收获满满。“我要做一只展翅
飞翔的雄鹰。”罗彬在退役创业总
结中写道：“把自己不想做的事做
好了是一种进步，把自己不敢做
的事做成了是一种突破，能把自
己不会做的事做会了便是一种成
长。”

为 了 探 索 更 广 阔 的 领 域 ，
2006年，罗彬前往西藏自治区昌
都市，帮助姑姑经营管理她家的
果业种植家庭农场。

到西藏后，罗彬深入周边地
区市场走访调研，并到当地同行
的农场里观摩学习。经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罗彬发现，粗放式的
家庭育苗道路已经赶不上时代发
展的步伐，应依托农林现代科技
推广良种良法，进一步扩大参与
地方生态经济建设的能力。在他
的不断钻研和努力下，姑姑的家
庭式农场变成了规范的林果经营
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罗彬学到
了林果种苗的培育种植和经营技
艺，也看到了林业经济的美好前
景。于是，罗彬立志要走出一条
生态经济的创业路，带领更多的
群众共同致富。

201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罗彬来到了海东，没想到第一次
踏上这片热土，就让他决定留下
来。

“为什么不培育乡土经济林树
种发展生态经济林，即能实现生
态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看
到海东绿化工程中多栽种生态林
木，渴望在苗木繁育事业上有所
作为的罗彬突然找到了自己创业
的真正方向。

2011 年 1 月，罗彬在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创办了青海宏博
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并在互
助县哈拉直沟乡流转26.67公顷土
地建设苗木生产基地，并于同年
入驻互助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

据 1996版《平安县志》记载，
大红岭因地形相对较陡，又因大
小河谷长期的雨水汇集冲切，沿
山包向下多呈放射状的沟谷，形
成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地形，属
黄土丘陵区，是大片的荒山，因山
体呈红色而得名——大红岭。

而大红岭好似一位朴实的主
人，时刻准备着迎接罗彬这位尊
贵的生态“达人”。

“就选这儿了！”罗彬决定安
家大红岭，誓把这里变成“花果
山”。而大红岭是个不毛之地，连
棵草都很难种活，要在这里发展
林业生态经济谈何容易。这么贫
瘠、干旱的荒山上能种什么果树
呢？

带着疑问和思考，2011 年，
罗彬与专家团队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地区考察，在那里，他们
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杏子：鲜果成
熟后不会自然掉落，而会挂在树
枝上自然风干，成为独具风味的
杏干——“吊死干”，也称小金
果。经专家研究，这种耐旱的品
种，同样适合在海东的土地上生
长。

这在罗彬看来，无疑是发现
了“新大陆”，他当即从新疆引进
6 个株系的 1200 株杏树，经过培
育、试种、繁育，最终成功培育出
适合本土规模化种植的苗木新品
种。罗彬将这种新品种命名为

“青宏杏”，该杏种也取得了由青
海省林业厅颁发的林木良种证，
成为全省第一家由企业审定的林
木良种。

“青宏杏”甜度很高，不管是
尚未成熟的青果还是已经成熟的
果实，第一口咬下去根本感觉不
到酸，由于汁多肉厚、软糯香甜，
吃进嘴里瞬间就能记住那种味
道。

为了能让“青宏杏”在干旱的
大红岭上成活，罗彬通过土地平
整、施用农家肥等方式对大红岭
进行治理。

2018年春天，罗彬带领青海
宏博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全体
员 工 在 大 红 岭 上 种 下 第 一 批
33.33公顷的“青宏杏”。

美好的事物不会凭空出现，
甜蜜的果实需要辛勤汗水的浇
灌。“青宏杏”种植初期非常艰辛，

2018 年春天在杏福岭种植的第
一批“青宏杏”，因项目区的灌溉
主管道年久失修，通水爆管，水源
无法送达项目区。罗彬决定“拉
水上山”，组织8台水车从平安城
区运水上山，这一拉就是两年，采
用人工浇灌的办法使第一批“青
宏杏”在大红岭扎根展叶，成活率
高达97%。

短短 5 个月，原本满目红土
的大红岭开始出现了成片的绿
色。10个月后，在第20届青洽会
上，青海宏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与平安区政府签订了《平安
大红岭生态田园综合开发项目》
投资协议，正式拉开了由大红岭
向“杏福岭”转变的序幕。平安区
委区政府也第一时间划拨专项资
金 1600 万元为大红岭生态田园
综合体所需的水利灌溉、道路修
建等基础设施注入资金动力。

2019年底，大红岭提灌站通
水，使杏福岭的树木枝繁叶茂，

“青宏杏”也于 2020 年结出了硕
果。

经过 5年多的努力，如今罗
彬和他的团队在大红岭上已种植

了253.33公顷“青宏杏”良种和
66.67公顷景观林，共计 28万余
株，区域绿化面积达到 60%以
上，经后期引水上山、科学养
护，成活率达到 95%以上，以

“青宏杏”为主的经济林和以杉
榆柳为主的生态林已基本成形。

园区以平安幸福文化、高标
准林业产业文化、机车文化为基
础，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主
线，以亲子度假为主题。现设有

“青宏杏”自然生态景观（春赏杏
花，秋采杏果、赏秋叶），花海生态
景观，研学科普基地、汽车运动公
园、童乐机车乐园、电动航模、杏
福家宴、啤酒烧烤、户外露营等项
目建成并投入运营。

罗彬和他的团队向周边农民
推广现代化种植技术，将生态体
系治理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初步
形成了“公司+基地+生态田园
综合体”带动农户就业创业的新
模式，帮助当地乡村群众脱贫致
富，带动当地农民年增收超过
300 万元，既保证了荒塬绿化，
支撑了地方经济，又振兴了一方
乡村。

“杏福”从这里出发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成录 通讯员 郭维红）近年来，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河湖长制工作部署要求，牢牢扛
起河湖管理保护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守水、护水、治水、爱水
文章，一幅“河畅、水清、景美、岸绿”的生态画卷铺展在循化
大地。

循化县高度重视河湖长制工作，将县内 28条支流、2座
湖泊、3座水库、3条灌渠、1处县城水源地、1处饮用水水源地
纳入河湖长制管理范围，设置县、乡、村三级河湖长 186名，
建立了河湖统管、体系互通、监管合一的一体化河湖长体制，
2022年总河湖长巡河21次63.5公里。循化县定期在县委常
委会、县政府常务会，研究部署和推动工作落实，及时协调和
解决重大问题，并严格落实联席会议、督查检查、考核问责、
执法联动等制度，保证了河湖管护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
位，切实做到守水有责、守水担责、守水尽责。

同时，循化县建立手机App巡河平台，利用数字化、信息
化手段，严密监管全县各大小河湖，严厉打击非法采砂、挤占
河道、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切实消除了行洪隐患，维护了县
域河流畅通无阻。大力实施水系联通和水美乡村建设，加快
实施清水河支流水生态保护修复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确保大河家国控断面水质稳定在 II类以上。

此外，循化县扎实开展保护母亲河全民行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大力宣传中央和省市河湖
长制有关政策措施以及《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不断拓宽基层群众、社会组织参与渠道，壮
大巡河志愿者等参与河湖管护的社会力量，凝聚干群生态文
明建设的思想共识，营造
起了人人关心、人人参与
河湖保护的良好氛围。

循化河湖长制

让河湖“长治久清”

生态生态海东海东

□本报记者 邓成财
走进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白家村，绿意萦绕，百花争

艳，田间地头上农户们正在除草防虫，巷道各处被打扫的干
净整洁，在今年新建设成的“众汇”积分兑换超市里，村民们
正在“攀比”着自己的积分数量。

“年前参加了村里的大扫除和防火值班，奖励了30个积
分，帮村里的温室大棚户找到了油菜的销路，奖励了30个积
分，环湖赛经过的时候当了志愿者又奖励了20分。”说话间，
村民李显元掏出积分存折，指了指货架上的拖把，进行了兑
换。

货架上洗衣粉、香皂、纸巾等日用品琳琅满目，每种商品
都明码标分，显目位置的墙上挂着“兑换标准”“兑换流程”及

“积分兑换表”。“自从有了这个积分兑换超市，我的工作量减
轻了不少呢。”村里的保洁员王延香表示，现在巷道里每天都
有人打扫，而且卫生保持的也比较好，村里的小孩都知道乱
扔垃圾会扣积分，保持干净整洁能累加积分。

“以前大家聚在一起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现在不一
样了，大家讨论的都是积分多少，自己为村里干了哪些事，今
后打算为村子出哪些力，村里的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村里
的老党员老书记贾生源对这个积分超市赞不绝口。

今年 2月以来，平安街道因村施策，根据村情民意分别
在白家村、南村、杨家村积极打造“兴农惠民积分兑换超市”，
取名“众汇积分超市”，通过“双向奔赴”服务模式，根据白家
村属浅脑山地区，村级主要购物渠道是供销社的实际，将积
分超市设置在供销社，实现正向带动供销社消费，反向让供
销社更好发挥便民为民的服务宗旨；杨家村在城区本村商铺
较多，积分超市设置在本村商铺，正向带动村民创收，反向提
升商铺服务品质；南村通过特色村企共建，将积分超市设置
在润诚物业超市，正向带动企业收入，反向让企业更好为村
集体服务。

平安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志坚表示，“众汇积分超市”的建
设，有效激活了村民干事创业热情，加强了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的精神风貌、
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

积分超市

兑出文明新风尚

心中埋下创业种子

“如今的大红岭已经不再是
当年的大红岭，它的‘红’不仅是
一种颜色，还是乡村旅游的日渐
红火。”这是平安区很多群众的切
身感受。

随着生态田园综合体项目的
实施以及“杏花节”在这里的成功
举办，大红岭成为乡村旅游的典
范之作。这几年，罗彬在杏福岭
大力推广种植主栽品种“青宏
杏”。在生态恢复种植区的峡谷
和深沟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内，还
配置乔、灌等适生树种。

逐渐成林的“青宏杏”树下，
发展黄芪、当归、川赤芍等中藏
药，种植糯玉米、马铃薯、荠菜等
富硒山野菜，养殖牦牛、藏羊、林
下鸡、鸭、鹅、兔等家禽家畜，引导
周边农民建设共享苗圃。甜心火
龙果、诱人的无花果、红草莓等热
带水果和特色农林产品也在这里
的温室大棚里引种成功，丰富了
乡村旅游的内容。

大红岭因“杏”而红，造就了
一个“世外桃源”。满园春色每年
吸引青海和甘肃的旅客前来，带

动了西宁和海东森林生态旅游康
养业的发展。

“生态、富硒、有机”是大红岭
生态田园综合体的关键词。如
今，在罗彬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大
红岭已逐渐成为一座风景秀美的
生态公园，成为一个富硒农林产
品的绝佳高地，杏福岭的生态、社
会、经济效益也逐渐显现，走出了

一条荒山绿、生态美、产业兴的绿
色跨越之路。

2021年，海东市杏福岭森林
景观利用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入选
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名
单，而罗彬本人也登上了 2022年
度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光荣榜，杏
福岭上的幸福故事也正向更广阔
的大地延伸。

乡村旅游因杏而“红”

罗彬正在向游客介绍景区环境罗彬正在向游客介绍景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