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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当今全球各国所面临的巨大挑

战。根据联合国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到

2015 年，世界贫困人口将在 1990 年的基础

上减少一半。到今天，距离目标的实现还有

不到 2 年时间。

青海省刚察县为海北藏族自治州辖县，

青海省环湖重点牧业县之一，位于海北州境

内西部，青海湖北岸。县府驻沙柳河镇，距

青海省西宁市 180 公里。人口 4.5 万，以藏

族为主，占总人口的 63.8%，还有汉、蒙古、

回、东乡等民族。辖 2 镇 3 乡 1 场，古为羌

地。刚察自然资源丰富，草场辽阔，总面积

1049 万亩，水草丰美，素号“乐土”，是青海省

环湖重点牧区之一。全县有可利用草场面

积 941.69 万亩。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高原海滨藏城”刚

察县采访。提起刚察县这几年扶贫的情况

时，当地的牧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

在刚察县科技农牧扶贫开发局大楼二

楼，记者见到了负责扶贫工作的多德副局长。

多德介绍：刚察县经过多年来的扶贫开

发建设，在建设中探索，在探索中改进，针对

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因村制宜的找出解决方法，创建了贡

公麻村小油菜种植产业化扶贫基地模式。

一、贡公麻村小油菜基地取得的成效

贡公麻村联户经营、产业化模式的示范

基地是以原军区农场耕地（土地所有权现属

贡公麻村）为基础，联合 70 户贫困户，整合

耕地 7000 亩，建立联户经营体制，进行小油

菜种植，项目入户资金全部以入股形式集中

使用，购置东方红-904 轮式拖拉机及配套

农机具 3 套，小四轮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 8

套，化肥 70 吨，小油菜种子 14 万公斤，2010

年开始首次种植生产。入股的贫困户劳动

力同时从事农业生产，每月以工资的形式对

其给于劳动报酬，每年获取利润的 40%用以

第二年的生产费用，其余 60%按照股份分

红。种植业经营具体分为 2 个生产小组，地

块集中的，以大型机械进行集中作业为主。

地块较分散的以小四轮拖拉机作业为主，同

时兼营各项运输副业。2012 年，该基地油菜

获得丰收，每亩平均产量 110 公斤，总产 77

万公斤，户均分红收入达到 5400 元，人均增

收达到 1350 元左右。

二、主要措施和取得的经验

（一）解放思想，创新扶贫开发模式

1.加大项目整合力度，提升项目整体效

益。为了提高扶贫开发效益，刚察县将各行

业项目有机地整合建设，实现项目设施互

补，农机购机补贴项目则和扶贫开发项目进

行资金组合使用，使贫困村的项目建设可以

发挥更大的效益。

2.完善项目运行机制，保障贫困牧民收

入。为了更好地开展小油菜扶贫基地经营，

保障贫困农牧民收入，基地建立了以下运行

机制：

（1）小油菜基地 7000 亩耕地的经营权

归 70 户贫困户共同所有。

（2）小油菜基地种植、加工、育肥等产业

由贡公麻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负责生产经

营，由村“两委会”负责监督。

（3）项目投入的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和

45.5 万元作为贫困项目户的股份，每股基准

资金 6500 元，用于购置各种机械，种植基地

收益单独核算，每年收入的 40%为来年生产

资金，60%资金用于分红，2012 年底，基地贫

困户每户分红资金 5400 元。

（4）生产基地使用的劳动力从参股的

70 户贫困户中选用，并以工资形式付给劳

动 报 酬（参 加 生 产 45 人 ，人 均 工 资 每 月

1200 元，管理负责人 2 人，每人月工资 1700

元），通过“贫困农牧民实用技能培训”项目

培训后上岗。

（5）小油菜基地建成后，根据生产发展

情况，逐步扩展延伸，建立榨油厂、牛羊育肥

基地、饲料加工厂等延伸产业，与原有的种

植基地形成产业链，可以吸收其他投资和股

份，股金按照（基准股+每年增长率）计算。

（二）加大投入，提升生产科技含量

1.贡公麻村小油菜基地建成后，由于初

期投资较少，机械设备不完善，尤其是缺少

收割机械，2011 年为了更好地支持基地的发

展，根据青扶局（2011）94 号文件精神，安排

贡公麻村扶贫开发基地建设奖补资金 25 万

元，整合购机补贴资金 19.224 万元、自筹资

金 16.4 万元，总投资 60.624 万元，购置 3 台

佳联新 3106 收割机，使基地的机械化水平

得以提高。

2.建设产业链，实现产业化经营。增强

社会化服务能力，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的生

产。在集团经营的基础上，将农业、牧业区

和畜产品加工企业有机地联合起来，形成一

个经济实体。将淘汰畜转移到农业区育肥，

人为改变畜产品的供应季节。同时，利用企

业的加工设备，使畜产品得到就地加工，实

现就地增值，增加经济效益。此举，不仅能

增强牧业生产后劲，提高了农作物桔柑的利

用率，还能增强企业活力，刺激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尽快开发具有当地

特色的拳头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三）因地制宜，加强项目后续管理

刚察县在加强扶贫开发建设的同时，还

加大了培训力度，不但给贫困农牧民们教技

术，还引导他们认清当前形势，积极想办法，

找出路，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发他们的

内在活力。

一是按照开放式扶贫的方针，在项目选

择上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对不同的发展需

求，选择不同的扶持项目，采取以扶持农牧

业主导产业为主、特色产业为辅的方式，适

当发展蔬菜种植、餐饮服务、商品零售等，引

导贫困户向不同的产业发展。

二是针对贫困户生产经营能力差的情

况，组织农牧科技人员进村入户，为贫困户

提供科技服务、生产管理服务、信息服务等，

尤其是对贫困户在从事特色种植、农畜产品

加工、牛羊育肥等新产业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进行手把手的全过程培训和服务。

■ 本报记者 王 琰

通讯员 陈彩霞 王正东 王建措吉

引 子

青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青海的天，蓝的让人心醉，青海的水，清

澈见底，青海的草原，绿如地毯。

青海，更是一方蕴藏着千珍万宝、充满

希望与活力的地方。

每次当我看到这碧绿如茵的草原，还有

白色云朵般飘动在草原的羊群……都会被这

神奇、神秘、神圣的草原风光所震撼、所感动！

青海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天然草场

3645 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 3160 万

公顷，占草场总面积的 86.7％，青海的天然

草场面积占全国草场面积的 1/10，居全国第

4 位。

青海独具魅力的草原上，世代和草原相

伴的牧民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选育出了一

个适合在高原养殖的具优秀品质的羊种，这

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系绵羊，简称藏羊。藏羊

所产的毛就是“西宁毛”。“西宁毛”资源丰

富，产地辽阔。1985 年国际市场出现“西宁

毛”称誉。因它是制造地毯的优质毛，国际

市场上又被称为“地毯毛”。用 西宁毛生产

的产品西宁毛粗纺纱、西宁毛地毯等被认定

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为全面展现近年来青海省在“西宁毛”

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新特点，《中国贸易

报》决定多角度、多层面地宣传“西宁毛”，

特举办《话说“西宁毛”》系列报道。从即日

起，本报记者将深入甘肃、四川、西藏等省的

草原、帐房，去了解藏羊及“西宁毛”丰富的

资源分布状况，对藏羊及“西宁毛”的宣传和

立体开发做有益的尝试和积极地探索，欢迎

各界人士踊跃赐稿。

“西宁毛”又称“西宁大白毛”、藏羊毛，青

藏高原土著品种。历史上藏羊毛多通过西宁

作为集散地销往国内外，故名，由于毛色纯

白，又称“西宁大白毛”。说起“西宁毛”自然

离不开产“西宁毛”的藏系羊。如果没有在青

藏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纯种藏系

羊，也不会有今天举世闻名“西宁毛”。

藏 羊 ，又 称 藏 系 羊 ，英 文 名 称 Tibetan

sheep ，是我国三大原始绵羊品种之一。主

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青海是主要产区。分布

广，在家畜中比重最大。依其生态环境，结

合生产、经济特点，可分为高原型、山谷型和

欧拉型 3 类。高原型占全省的 90%，是藏羊

的主体，主要分布在高寒牧区。

藏羊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选育出的一个

古老的原始品种之一。藏羊在全国分布最

广，其中在青藏高原数量最多，比重最大，主要

分布在青海和西藏以及甘肃、四川、云南、贵州

等地。

青海省藏羊分布最广，共有藏羊 1000

多万只，约占青海省绵羊总头数的 80%，年

产西宁毛 1600 万公斤。青海藏羊过去主要

分布在青海湖周围的海南州、海北州、海西

州、黄南州、玉树州、果洛州和东部农业区

各县。随着绵羊改良工作的开展，使青海

省的藏羊分布有了较大的变化。根据青海

省绵羊改良区（域）规划，藏羊品种的保留

区主要集中在海北州的祁连县、海西州的

天 峻 县、海 南 州 的 兴 海 县、同 德 县 和 玉 树

州、果洛州各县。由于青海省地势复杂，气

候多变，藏羊的体形外貌、生产性能差异都

很大。从毛色上可分为白藏羊和黑藏羊，

从外貌和生产性能上可分为高原型、山谷

型和欧拉型。高原型藏羊占青海藏羊总数

的 91.4%，是青海藏羊的主题，在青海 6 个

州均有分布。以祁连县、天峻县、玛多县和

曲麻莱县的藏羊产毛量最高，羊毛质量最

好。高原型藏羊体格较大，被毛呈毛辫结

构的占 70%至 80%，细小毛辫或毛边结构的

约占 20%至 30%。高原型藏羊体躯被毛以

白色为主，由绒毛、两型毛、粗毛和少量干

死毛组成。山谷型藏羊主要分布在青海东

部农业区各县及青南高原的昂欠、班玛两

县，约 40 万只左右，占该青海省藏羊总数的

3.6%。山谷型藏羊的特点是个体小，大部分

毛无毛辫结构，产毛量较低，毛质较差，含干

死毛较多。欧拉型藏羊主要分布在河南和

久治两县，约 54 万只左右，占藏羊总数的

5%。其特点是体格较大，后驱较丰满，产肉

性能好，全身被毛粗短，无毛辫结构，含干死

毛较多，羊毛品质较差。

四川省藏羊约 3019530 万只，约占四川

省绵羊总数的 88.82%，年产毛量 193.495 万

公斤，占全省产毛量的 80.78%。历史上把四

川阿坝、甘孜两州所产的藏羊毛划归西宁毛

类 ，这 两 州 的 西 宁 毛 占 全 省 土 种 毛 的

71.3%。四川藏羊一般分为草地型和山谷型

两大类。草地型藏羊主要分布在海拔 3800

公尺以上的高寒牧区。四川藏羊头呈三角

形，鼻梁隆起，耳壳大并向上伸展，公羊具有

波状弯角，母羊多数有小弯角，身躯较长，似

长方形，四肢细长，尾呈椎形。全身被毛纯

白色的很少，尾、头颈、肘、飞节一下多为黑

色或褐色，躯体为白色，间有异色毛夹杂。

毛为异质粗毛，干死毛较多，油汗少，腹毛，飞

节一下多为发毛。山谷型藏羊分布在 2500

公尺至 3800 公尺的甘孜州。该类型羊头呈

三角形，鼻梁隆起，耳壳大而下垂，额部无绒

毛，颈较长而清秀，腰背平直，四肢细长，矫健

有力，体质坚实，尾短小呈圆锥形，公羊多数

有圆形小弯角，母羊多数无角。被毛稀短，油

汗较多，全身被毛为白色。四川藏羊所产的

毛，多数品质酷似青海的西宁毛。

话说“西宁毛”
■ 本报记者 王 琰

通讯员 陈彩霞 索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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