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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高原，天蓝地绿。驱车
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县城
出发，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颠簸了
近 3 个小时，在翻越了 3 座海拔
4000米以上的垭口后，来到了哇塞
乡折安村。

折安村共有 342 户，总人口
1584人，全部是藏族。哇塞乡乡长
旦正才让介绍说，“过去，这里的
牧民多以放牧为生，收入不稳。近
年来，我们因地制宜扶持发展畜牧
养殖等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合作
社，用产业融合拓宽增收渠道”。

2016年，折安村生态畜牧业合
作社正式挂牌。牧民通过入股的方
式加入合作社，牛羊、草场、房
屋、现金都可以用来入股。入股后
不仅能分红，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可
以去合作社里打工。最终，村里的
96户301人带着462头牦牛、7万
亩草场，成为合作社的第一批股
东。“发展生态畜牧业，守护住现
有的草场资源是一切发展的前提。
为此，我们将村里入股的草场统筹
使用。”合作社带头人昂宝说，合
作社以草定畜、分片放牧，对草场
按季节进行划区轮牧，不仅让草场
能够“休养生息”，也有助于牧民
创收增收。

很快，合作社的发展规模不断
壮大，除了畜牧合作社，还开起了
服装店、奶制品厂和洗车行，彻底
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
如今，折安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已
经实现了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驻村第一书记陈志骁的笔记
本里，一串串的数字记录着合作社
的发展变化：截至目前，合作社共
入股171户602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实现全覆盖；拥有牦牛1072
头，草场面积10万亩；2017年合
作社实现纯利润分红 30 万元；
2018年合作社实现纯利润分红40
万元；2019年合作社实现纯利润分
红45万元……

▲青海省久治县哇塞乡折安村生态畜牧合作社牦牛养殖基
地，牧民在放牧。该村采取“合作社+基地+牧户”的模式，扎实
推进创新产业发展，让牧民充分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红利。

◀折安村生态
畜牧合作社奶制品
加工厂，员工在包
装牦牛酸奶。目前，
该厂生产的酸奶、
酥油等 5 大类产品
深受消费者喜爱。

◀村民罗赛卓
玛在合作社开办的
洗车行里为顾客清
洗车辆。折安村通
过产业融合发展，
帮助 52 人实现就业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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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安村村民在合作社开办的裁缝店里加工藏式
服装。为塑造自身品牌，合作社注册了“叶什泽”商标，
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也在市场上有了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