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栾鹤 电话：95013812345-1016 mybjzz@163.com 制版：张迪

2012年7月26日 星期四专 题

草原骄子
——访青海省刚察县土生土长的藏族企业家切杨仁增

切杨仁增，一位土生土长的藏族企业

家 。 1959 年 生 于 青 海 省 海 北 州 刚 察 县 沙

柳 河 镇 果 洛 藏 贡 麻 村 。 他 历 尽 坎 坷 于

2009 年 创 办 刚 察 县 沙 柳 河 吉 腾 福 利 饲 草

料 有 限 公 司 ，走 上 了 一 条 以 实 业 回 馈 社

会、报答社会的路。

情系草原

7 月 13 日，雨过天晴，记者一行从西宁

乘火车出发，经湟源峡，过金银滩草原，经

过两个半小时的行程，到达了刚察县。在

离县城 10 余公里的青海湖岸边的仙女湾，

见到了切杨仁增，他正忙着招呼从西宁邀

请来参加刚察县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和青

海湖观鱼放生节活动的客人。记者和众多

客人一道在仙女湾景区大门，购买了青海

湖裸鲤鱼苗、祭祀青海湖的宝瓶后，和切杨

仁增一同走向湖边。 仙女湾景区地处青

海湖北岸一望无际的湿地，据切杨仁增介

绍，大家脚下的木质栈道，长 999 米，还有

108 个金色转经筒。走过栈道，走过经桶，

不觉间，走到了湖边的祭祀圣台上。从圣

台上看，青海湖湖面荡涤成一条条均匀的

细纹，一层层慢慢铺开。切杨仁增给大家

讲了宝瓶投向圣湖的方法后，大家纷纷将

祭祀宝瓶抛向湖中，霎时湖水浪花四溅，大

家 默 默 心 中 许 愿 ，片 刻 后 呐 喊 欢 呼 声 一

片。切杨仁增说，宝瓶投入水中速度越快，

沉得就越快，也就证明你的心意越诚，湖神

越加喜欢。

在回程的路上，切杨仁增给记者讲述

了他在这块美丽的草原上创业的经历。他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那是我们国家

的 生 活 困 难 时 期 。 他 因 家 庭 原 因 未 能 上

学。在 1978 年至 1986 年的 12 年里，切杨仁

增历任沙柳河乡团支部副书记、团县委常

委，并于 1988 年被团青海省委表彰为“新长

征突击手”，团省委领导们亲切地称赞切杨

仁 增 是“ 刚 察 草 原 的 牡 丹 花 ”。 1989 年 9

月，他到沙柳河乡乡镇企业工作，在饲料厂

担任饲料供销科科长、厂长等职务。在青

年团岗位上工作的那 12 年，是对切杨仁增

的 人 生 观 形 成 影 响 最 大 的 时 期 。 他 认 识

到，人活着，不光是为自己，更重要的是为

社会、为他人创造财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

义。切杨仁增在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和关

心他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先后多次荣获中央、省以及县乡优秀团

员、团干部等称号。

艰苦创业

沙 柳 河 两 岸 的 高 寒 绿 地 需 要 漫 长 的

孕 育 期，才 能 捧 出 一 束 束 美 丽 的 格 桑 花，

才能献出如绒毯般的丰肥牧草，才能让大

大小小的湖泊如珍珠闪闪，才能让来来往

往的朋友流连忘返。

切杨仁增从 1992 年开始闯荡市场，到

异地做生意。他创办的饲草料公司，亦如这

草原高寒绿地，是长期孕育的结果。

2009 年，切杨仁增在刚察县、沙柳河镇

等上级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在刚察县城小

十字北面 200 米处一个简陋的地方，创办

了独资的刚察县沙柳河吉腾福利饲草料有

限公司。

7 月 14 日，记者来到刚察县城北面沙

柳河镇果洛藏贡麻农事点 、切杨仁增创办

的饲草料公司新址。这是他用十几年商海

搏击积累的 30 万元资本金创办的公司。

他带记者参观草原土鸡养殖场和 500

亩 散 养 草 场、奶 牛 养 殖 基 地，以 及 生 产 饲

料 、混 合 饲 料 、育 肥 饲 料 、抗 灾 饲 料 车

间 。 他 介 绍 ，饲 料 产 品 主 要 有 供 应 育 肥

饲 料 和 抗 灾 饲 料 等 。 公 司 发 展 较 快 ，已

形 成 规 模，现 有 49 间 厂 房，4 个 车 间，3 幢

羊用棚。

今年，他在县、镇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又新建一家以养鸡、奶牛为主的专业合作

社，全场面积 7000 多平方米。

切杨仁增是刚察草原走出的第一位土

生土长的藏族企业家。他对记者说，他已

经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申请，要求配置当

地资源，准备扩大再生产，今后更好地为刚

察的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帮扶济困

有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

可以做到以心换心。只要我们做得足够好，

不是为一点名，或者一点利，而是出于内心，

出于内心的悲悯和热爱。

切 杨 仁 增 正 是 这 样 一 位 不 求 名 利 的

人 。 他 自 幼 受 到 藏 传 佛 教 文 化“ 慈 悲 为

怀”的 熏 陶，后 来 在 青 年 团 岗 位 上 形 成 了

“ 助 人 为 乐”的 感 恩 思 想，这 些 体 现 在 他

的 一 言 一 行 上 。 切 杨 仁 增 的 公 司 始 终

以“ 办 好 企 业 报 答 社 会 ”为 宗 旨 ，每 半 年

便 对 社 会 贫 困 及 弱 势 群 众 发 放 一 次 生 活

福 利。

7 月 14 日上午，记者见到了家住沙柳

河镇潘保村 2 社的藏族姑娘扎西措毛，她

是切杨仁增资助的 3 名学生中的一名。扎

西措毛告诉记者：“我今年 18 岁，家境非常

贫困，父母都是牧民，我学的是藏医学，再

过两年就毕业了。从我上初中起，切总就

资助我上学的一切费用。现在我已转到了

黄南上学，切总资助我上学已经有 3 年了，

每年上学的费用大概是 1 万-2 万元。”

下午 13 点，记者来到了切杨仁增资助

的第二个贫困户家。主人叫肉旦加，家住

果洛藏贡麻村 3 社，今年 50 岁。曾经担任

社长 30 多年。肉旦加告诉记者：“ 我患骨

包 虫 病 ，做 了 2 次 手 术 ，伤 口 至 今 还 在 发

炎，里面现在还有钢板。天气特别冷或下

雨 时 候 伤 口 就 特 别 疼 。 女 儿 叫 曼 拉 姐 ，

2011 年患了甲亢病，现在还在吃药，切总帮

我们 3 年多了，每次都给面、米、油、钱。以

前我看病走不了路的时候，切总还开车送

我到医院治疗。我和女儿患病前后花了有

40 多万元了，一家人的生活极度困难。后

来州委严书记到我家来，知道我的情况后，

想方设法解决资金让我盖上了房子，安排

我在州医院免费治疗 2 个月。”

记 者 来 到 一 位 患 病 20 多 年 的 藏 族 妇

女 春 花 家 。 在 大 门 口 ，记 者 看 到 春 花 和

几 个 小 女 孩 说 话 ，春 花 告 诉 记 者 这 几 年

多 亏 了 切 总 各 方 面 给 与 她 无 私 的 帮 助 ，

她 一 再 地 说“ 卦 真 切 ”（藏 语 ，谢 谢）。 记

者 从 刚 察 县 沙 柳 河 吉 腾 福 利 饲 草 料 有 限

公 司 的 特 困 户、残 疾 人、孤 儿 发 放 的 福 利

及 补 助 名 单 中 看 到，近 几 年，切 杨 仁 增 的

公 司 先 后 给 全 县 75 名 贫 困 户 、残 疾 人 、

孤 儿 以 及 贫 困 大 学 生 等 社 会 贫 困 及 弱 势

群 众 进 行 固 定 的 救 济 帮 助 ，帮 扶 资 金 达

12 万 元。

天祝县炭山岭镇辖 9 个行政村 36 个村

民小组，3 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18023 人，

城 镇 化 水 平 达 61.2% 。 2011 年，全 镇 GDP

总量突破 12.1 亿元，第一、二、三产业比例

为 5.2：86.2：8.6，上 缴 税 金 2.11 亿 元，占 全

县税收的 51.4%。镇域内能源丰富，年产原

煤 180 万 吨, 洗 净 煤 150 万 吨 ，岩 页 油 3 万

吨，发电 1.29 亿千瓦时。旅游资源富集，有

马牙雪山天池、药水神泉、金沙峡自然风光

等重点景区。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全能

源工业和生态旅游重镇。省市党代会确定

的“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和实施三大战略

的号召如春风吹进炭山岭的村村寨寨。学

习贯彻省市县党代会精神，为实现炭山岭

转型跨越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正在开展

的“创先争优”活动和“双联富民”行动激发

了全镇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抓项目、建新村、

谋发展的热情。镇党委政府倾听民声、科

学谋划、整合力量，以省市县党代会精神为

指针，把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

提出了以打造全省经济强镇为目标，大力

发展“能源工业、生态旅游、特色种养”三大

产业；突出抓好“小城镇建设、生态环境治

理”两个重点；全面落实“服务二产、提升三

产、调整一产”三项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发展

战略，力争至“十二五”末，全镇 GDP 总量

达到 15 亿元，年上缴税金 3 亿元，把炭山岭

镇建成以能源工业为主导产业，循环经济

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性

中心集镇。

项目建设夯实基础设施

炭山岭镇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点，编制了《炭山岭镇总体

规 划》和《炭 山 岭 镇 中 心 区 控 制 性 详 细 规

划》，制 定 了 小 城 镇 建 设 3 年 规 划 。 2008

年，炭山岭镇结合镇情实际，提出了“城乡

一体、建管并举、项目带动、招商引资、开发

河东、改造河西、科学规划、分步实施、企地

共建、和谐发展”的小城镇建设思路，并严

格遵守规划，加大项目争取力度，先后配合

完成了炭山岭至赛什斯三级公路建设、菜

籽湾至金沙旅游公路建设、天乐住宅小区

建设等项目。组织实施了河东市场改造，

新建天乐广场、天乐广场综合楼等标志性

工程。规划修建了地税分局、法庭、公安派

出所、卫生院等办公楼，协调天祝煤业实现

了对河东机关区集中供暖。同时，多渠道

争取实施了炭山岭村易地扶贫搬迁、塔窝

村易地扶贫搬迁、阿沿沟游牧民定居、小城

镇道路及供排水、河东公路、采空区治理、

炭山岭村整村推进、退市还路、危房改造、

货运中心等城镇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项

目。2011 年底，总投资达到了 1.13 亿元，其

中申请国家投资 3080 万元，整合其它专项

资金 810 万元，县级配套 285 万元，招商引

资 3180 万元，群众自筹 3945 万元，共计占

地 22 公 顷，房 屋 建 筑 面 积 达 4 万 平 方 米。

建成旅游服务宾馆、餐厅各 1 处，建成沿街

商铺 266 套，实现镇区商贸旅游服务中心

东移，集镇中心规模扩大了近一倍。走出

了一条“争取政策支持、加大项目整合、企

地和谐共建、群众积极参与”的城镇建设新

路子，城镇功能不断完善，布局合理、城乡

融合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2012 年，炭山

岭镇实施的重点城镇建设项目主要有移民

搬迁北街新村、保障性住房建设、游牧民定

居、城镇道路及供排水工程、镇办公用房、

天乐小区二期工程、矿区河道防渗治理、农

贸市场、商业南街、商业北街、河堤建设等

10 个项目，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总投资达

3.8 亿元。

能源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炭山岭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把城镇建

设与促进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水电

产业和煤化工产业，努力延伸煤炭加工产业

链，强力拉动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投资 3.86

亿元建设的窑街煤电集团天祝煤业公司三

号井年产 120 万吨原煤生产线、投资 1.05 亿

元建设的年产 150 万吨的天祝煤业洗净煤

厂、投资 3.18 亿元建设的年发电量 1.3 亿千

瓦时的甘肃电投大容公司朱岔峡水电站、招

商引资 1.2 亿元建设的华详岩页油厂等一批

大型工业项目在炭山岭能源工业集聚区相

继建成投产。近 3 年来，能源工业投资总额

达到了 9.29 亿元。今年有望实现工业销售

收入超过 13 亿元，税收超过 2.5 亿元，标志

着炭山岭镇能源工业已经形成良好的发展

势头，成为全镇乃至全县的支柱产业。同

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

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加强矿区生态环境

和水资源保护、废弃物和采煤沉陷区治理，

逐步使矿区环境治理步入良性循环，真正实

现了全省经济强镇跨越发展目标。

生态旅游助推产业转型

炭山岭镇在旅游产业开发上，凭借独

特的自然景观，按照天祝县确定的“一个中

心、三条精品线路、六大旅游板块”的旅游

发展战略，加大与兰白周边旅游景区的跨

区域合作开发力度，充分发掘景点潜力，加

快 景 区 道 路、环 卫、停 车 场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重点开发登山探险、避暑度假、药水神

泉 等 旅 游 产 品，先 后 完 成 了 阿 沿 沟、金 沙

峡、小石门沟旅游公路及马牙雪山天池登

山台阶等旅游产业开发项目。按藏族传统

习俗，对小石门沟药水神泉景点进行了深

度文化包装，将“祭天池”列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了挖掘保护，吸引更多的游客到

炭 山 岭 景 区 休 闲 观 光 。 同 时 把 小 城 镇 建

设、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服务区建设充分结

合起来，重点发展了一批酒店、饮食、商贸

服务网点，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旅游和商贸

服务区，进一步完善了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旅游服务功能，累计接待游客 28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000 多万元。逐步

将旅游业发展成高标准、大规模、有影响力

的主导产业，通过其强大的联动和辐射效

应带动全镇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以旅游业

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成为炭山岭镇经济社

会转型跨越发展的新亮点。

总结经验增强发展合力

积累成功经验，为谋划未来发展奠定基

础。经过几年的努力，炭山岭集镇中心规模

不断扩大，镇区人居环境有了质的飞跃，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城镇辐射力进一步增强。

总结一些基本经验：一是规划先行。自完成

规划以来，炭山岭镇党委、政府对镇区需要

建设的项目、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等心中有

了数，坚决果断地杜绝了无序建设，为炭山

岭镇今后的发展绘制了蓝图。二是政策指

引。在炭山岭小城镇建设中，认真落实武威

市委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天祝县委“1342”发

展战略和“一川先行，四片联动，融入两圈，

东承西接，跨越发展”的区域发展思路，县

委、县政府出台了加快小城镇建设意见，并

给予了大量的政策、项目支持，为城镇建设

提供了强劲动力。三是产业支撑。产业是

带动城镇发展基础。在城镇发展中，必须遵

循产业优先原则，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优

势，发展能源工业、生态旅游、特色种养，注

重培育和养大优势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致

富，才能在城镇发展上取得更大突破。四是

项目带动。项目是建设能源工业、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载体

和助推剂，没有好项目、大项目，就无法争取

到多的国家投资，也不能吸引到好的投资

商，更不可能带动民间资本。只有抓好了项

目建设，才能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

进产业优化升级发展。五是依靠群众。不

论是城镇建设还是能源工业发展都离不开

群众的踊跃参与，每一个产业的发展，每一

个项目的实施和带动资本的投入，都需要群

众的广泛参与和凝心聚力的建设，只有依靠

群众，服务群众，城镇建设和能源工业才能

真正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本文作者为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炭

山岭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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