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彩乌兰美如画

如 果 说 柴 达 木 是 一 幅

神奇画卷，那么乌兰的造物

主无疑是一位技艺高超的

色彩大师，将颜料盘随手挥

洒，就创作出了一幅多彩的

画作。

新 时 代 的 十 年 ，从 让

“绿色”成为乌兰高质量发

展的前提和底色，到为全省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提供乌兰样板，从打造“盐

湖+”绿色低碳循环盐湖产

业生态，到初步形成“盐湖

旅游+特色养殖业+三产服

务业”三位一体的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模式……这幅

“多彩”画作精彩蝶变，展现

出 强 大 韧 性 和 巨 大 潜 力 。

景美如画、生机勃发，感恩

奋进、砥砺前行，成为乌兰

的发展姿态。

◆ 文/图 本报记者 孙丹丹

戈壁滩上生绿洲
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有一个叫泉

水湾的地方，它的名字虽然水灵，却曾是

沙化重灾区。“小风沙飞扬，大风沙满天。

沙丘无脚年年走，庄稼遭埋常绝收。”流传

于当地的民谣道破了泉水湾昔日恶劣的

生态环境。

原来乌兰县内类似泉水湾的沙化土地

总面积达154540.9公顷。其中，流动沙地

6527.5公顷，半固定沙地2853.2公顷，固定

沙地57931.3公顷，潜在沙化土地34129.1

公顷，是青海省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流动沙丘不断侵蚀农田、城镇、水域

和道路，威胁人民生产生活，困扰经济社会

发展。

自2009年起，针对流动沙地和半固定

沙地，乌兰县开展了防风固沙工程。单是

泉水湾地区，就有近700名护林员，用足足

两年时间在这里栽种树苗。

乌兰县防沙治沙工程部工作人员孟全

菊2009年刚参加工作就参与到治沙工程

中来，亲眼见证了泉水湾发生的变化。面

对曾经的流动沙丘上呈现的满目葱茏，孟

全菊感叹：“当时这里根本没有路，运输工

具也比较缺乏，工人们基本是靠着人背肩

扛将树苗运上山，条件非常艰苦。”

当然，这才只是个开始，想让辛苦种植

的树苗真正在泉水湾扎根，要从山脚下沿

坡往上扎草方格固沙，栽种沙蒿、柠条等沙

生林草，实现滴灌，年复一年补植补栽……

十几年的精心培育，才迎来了如今荒漠披

绿、草长莺飞的泉水湾。

据了解，乌兰县大力推进“柴达木

千里防风固沙绿色长城”乌兰万亩林建

设及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开展美丽

城镇绿化绿地建设、村庄绿化、校园绿

化和庭园绿化，“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

人工造林 0.44 万公顷，封山育林 1.79 万

公顷，森林抚育 0.33万公顷，防沙治沙

0.028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16.62%。

以泉水湾为代表的乌兰地区生态条件

不断改善，防护效益逐渐凸显，沙区内

植被得到良好恢复。

一抹抹绿色在戈壁滩延伸，探索西部

荒漠化治理的跋涉足迹汇成了乌兰路径；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乌兰绿色指

数一路上扬，荒漠化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

以“双下降”的历史性逆转，实现了几代柴

达木人的绿洲愿景。

习习清风拂面而来，蓝天、白云、雪

山、草原荡漾在万顷碧波间，天与地完美

融为一体……这就是位于乌兰境内被誉

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被国家旅游地

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

一的网红打卡地。

茶卡盐湖在短短数年间，从一个藏在

深闺人未识的小景点，成长为“旅游+文

化+体育+健康”的全域全季旅游体系，发

展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井喷”热度令人不

禁惊叹。这一路的熙熙攘攘、五彩缤纷，

得益于乌兰趁势而为，立足茶卡盐湖得天

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持续巩固

“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成果，不

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向着

“大茶卡”旅游综合体阔步迈进。

走进鸟语花香的乌兰县茶卡镇茶卡

村，一派悠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展现在眼

前，特色民宿比比皆是，四方游客纷至

沓来。

“每年七八月份是茶卡最美的时节。”

村民曹彦旺借着茶卡盐湖旅游业发展的火

热之势，将自家住宅改造成高品质民宿，房

间信息发布在各个App上，每当旅游旺

季，客人爆满、一房难求。“来茶卡游玩住宿

的人特别多，好多游客都是早早就把房间

订好了。一年下来能有十几万的收入，日

子过得好着啊！”曹彦旺一边收拾床铺，一

边高兴地分享着现在的生活状况。

在茶卡村，目前像这样的民宿有207

家，庄户人变身成发展旅游产业的小老

板，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

富路。

“大青盐的故乡”乌兰，不仅自带惊艳

时光的“颜值”，更拥有温暖岁月的“盐

值”。

作为国内湖盐行业首个荣获“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茶卡盐”，得到盐业

龙头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旗下青海省

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导开发，在茶卡建

成全国首批绿色食品食用盐生产基地后，

盐产业在传统的粗放式生产经营中脱蛹

化蝶。现代化的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将原

盐加工成包括“大青盐”“天然湖盐”“低钠

盐”“藏青盐”“海藻碘盐”等多个品种。“茶

卡盐”顺利通过美国（FDA）注册许可认

证，走出青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目前，青海盐业的茶卡盐已在甘肃、

内蒙古、浙江、河南等省区设立了分公司，

通过建立集仓储、配送、服务为一体的销

售网络，委托第三方物流配送企业配送，

茶卡盐已经辐射多个省区，年内营销网络

将基本覆盖全国。”西部矿业集团党委工

作处副处长张春云告诉记者。

一串串颗粒饱满、鲜红欲滴的柴达木枸杞

缀满生命的喜悦；来自南美安第斯山脉的种

子，将一片片金黄和火红铺成诗和远方；茶卡

羊、柴达木肉牛、柴达木双峰驼如同珍珠般洒

落在漫山遍野……

乌兰驾起“绿色”“特色”两驾马车，持续优

化农牧产业结构，创建省级现代化农业产业

园，做精做优枸杞、藜麦、饲草等高原特色种植

业，稳步壮大茶卡羊、柴达木肉牛、柴达木双峰

驼等高原特色有机畜牧业。

“吃过茶卡羊，你就会觉得别的羊肉都不

好吃”。这是品尝过正宗乌兰茶卡羊肉后人

们的共同感受。茶卡羊肉质鲜嫩、口味纯正、

肥而不腻、鲜而不膻，自古就享有宫廷“贡羊”

美誉。作为海西久负盛名的特色产品、金字

招牌，茶卡羊2013 年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证书”，2018 年获得中国“绿色食

品”认证，2020 年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成为青海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特色优势

农牧业规模效益和品牌日益显现。

“咩咩咩……”在农牧产业化州级重点龙

头企业——青海乌兰金泰哇玉农业生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乌兰金泰牧场”）的高效

工厂化养殖大棚里，一群群膘肥体壮的茶卡羊

正在争抢新鲜草料。

经过19年的发展，乌兰金泰牧场已成为

种植、养殖、活畜交易、肉食品加工、生态旅

游、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负责人韩文

杰告诉记者，牧场存栏繁育母羊18000只，年

生产羊羔15000只，每年收购当地牧户茶卡

羊 10000只，现已建成年出栏茶卡羊 25000

只的规模，产业形成科学化、规模化发展，产

品形成种植、养殖、加工、冷链、销售一条龙

模式。

茶卡羊一跃成为当地群众引以为傲的“致

富羊”，名号越叫越响。近年来，乌兰县依托茶

卡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资源，建立了集养

殖、屠宰、加工、储藏、销售为一体的生态畜牧

业养殖基地，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延长了产业

链，提高了附加值。搭乘电商快车，茶卡羊跨

越万水千山，在市场上闯出了一番名堂。

与此同时，以柴达木双峰驼养殖项目为支

撑，采取“政策扶持+加工企业+合作社+农牧

民”方式推进产业培育，不断增强骆驼产业带

动内生动力，成为乌兰又一靓丽新名片。

“采用低温灭菌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保

留驼奶中的活性成分，防止温度过高破坏活性

蛋白……”今年的青洽会上，青海尚品驼乳有

限公司负责人郭强，向客商详细讲解驼奶生产

的全过程。

作为2021年青洽会签约项目进驻乌兰，青

海尚品驼乳有限公司今年7月便以本土优秀企

业的身份参展青洽会。香醇浓郁的驼奶粉、鲜

驼奶等特色产品一上架，便吸引了无数关注的

目光。

乌兰县委书记蒋冬梅表示：“我们将把生

态作为立县之本、把绿色作为发展之基，依托

资源禀赋，调整发展思路，破解棘手难题，突破

制约瓶颈，着力在‘四地’建设上抢得先机、赢

得主动，推动‘绿色之城、活力之区、幸福之地、

平安之域’的新时代多彩乌兰高质量发展。”

回首十年，一个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

坐标，不仅写就了可圈可点的奋斗篇章，更

见证了乌兰人民的磅礴力量。回望来时路，

乌兰交出的历史答卷前所未有；展望新征

程，乌兰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精彩蝶变的“多彩”

乌兰，必将发生巨变！

好风景带来好光景

草原上飞出“金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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