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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牧区的，来西海镇照顾孩

子上学，租房子有点贵，镇政府能不能

帮忙申请一间公租房？”近日，海北藏族

自治州海晏县创新推出“喧板来”活动，

“喧板室”里传来阵阵前来喧板居民的

喧板声。

今年以来，为及时解决群众身边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西海镇坚持问

题导向，设立“喧板室”5个，整合各类人

员 48 人，通过“居民喧事+专项服务+调

处化解+答疑共商”的模式，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掌握群众问题需求，听取意

见建议，做好宣传答疑、思想劝解、法律

服务等工作，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着力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

社区广开“大门”，邀请居民群众来

“喧板”，现场答复或解决群众诉求，对于

不能现场答复办理的，给出初步处理建

议，并在 5～7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及

时跟踪办理情况，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群

众进行回访。除了固定的“喧板日”，西

海镇还进行“上门喧”“马扎喧”“凉亭

喧”，充分发挥社区老年人“人熟、事熟”

优势，常态化了解掌握线索问题，及时干

预矛盾纠纷，将问题化解在萌芽中。

“‘喧板’拉近了我们与群众之间的

距离，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西海镇组织委员这样说。截至目前，西

海镇开展“喧板来”活动 12次，收集到各

类意见建议 18条，解决各类民生事项 10
余件，化解矛盾纠纷 2件，为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 32人次，走出了一条党建工作引

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 （晏组轩）

海晏县：“喧板”喧出基层治理新模式

海 北 藏 族 自 治 州 祁 连 县 优 化“ 两

新”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模式，聚焦“教”

与“育”融合推进，“供”与“需”精准匹

配，抓好“三个课堂”，构建学用结合的

链条体系，推动“两新”组织党员教育培

训提质增效。

“理论课堂”立标杆。依托县委党

校、“两新”组织党员孵化中心等载体，

采取“集中学习+分批轮训+专题辅导”

等方式，实现党组织书记、党建指导员、

党务工作者、党员职工等 4 类群体培训

教育全覆盖。利用“走近祁连”“祁连先

锋”等网络资源，实时动态推送政策理

论、安全生产、产业振兴等内容，不断提

升党员职工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

“流动课堂”接地气。聚焦企业项目

引进、技术攻关、人才推介、政策解读等短

板弱项，组织专家教授、业务骨干、专业人

才，建立“红色进企”小分队，依托党员之

家、生产车间、班组等站点，利用早会、班

前会等零碎时间，开展“半小时微课堂”，

送政策、送理论、送技术、送服务，实现理

论教育与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有机融合。

“体验课堂”增实效。充分挖掘和

运用红西路军二军纪念苑、祁连山国家

公园等教学基地资源优势，落实“三定

两 提 ”机 制 ，采 用“ 现 场 教 学+体 验 教

学+研讨交流”的教育培训模式，组织

党 员 职 工 现 场 观 摩“ 看 ”、红 色 故 事

“听”、情景教学“体”、研讨交流“悟”，教

育引导党员职工汲取红色精神力量，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发扬苦干实干作风。

（祁组）

祁连县：“三个课堂”
提升“两新”组织党员教育实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统一安排部署，青海盐湖资

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原青海盐湖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对长期无法支付的债务进行清理，经梳

理后有 75家单位及个人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分别为：

1. 格尔木市同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 姜笃春；3. 石家

庄泵业集团公司青海销售分公司；4. 长城电器集团公司西

宁销售分公司；5. 格尔木雨金橡胶五金销售有限公司；6. 环

宇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分公司；7. 格尔木市城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8. 格尔木市华东机械工程有限公司；9. 岳阳市云

溪通力化学助剂厂；10. 格尔木鹏联商贸有限公司；11. 格尔

木宏程建材有限公司；12. 格尔木盐化公司多经部；13. 格尔

木京城越野汽配部；14. 格尔木华海物资公司；15. 格尔木神

威汽修厂；16. 格尔木盐化总厂；17. 青海西发水电建安有限

责任公司；18. 格尔木劳务局；19. 二期办；20. 青海柴旦八一

煤矿（黄海珍）；21. 北京蓝淼基业科技有限公司；22. 青钾二

选厂劳司宁销部；23. 青海省二建七分公司；24. 青海西发水

电建安有限责任公司；25. 宁办组；26. 格尔木工商局；27. 杨

善宁；28. 王建军；29. 史俊明；30. 申作新；31. 郭宝华；32. 许

勇；33. 张家港市鸿双成商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34. 青海西

宁青藏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35. 攀枝花市银江金勇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36. 台亚张家港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37.

盐边县冶金辅助材料有限公司；38. 运城市瑞特沃墙材料有

限公司；39. 宁夏中位县常乐镁业精炼厂；40. 西宁铁路分局

运输服务公司；41. 格尔木洪海信息咨询服务部；42. 陕西蒲

城县烟草公司多经部；43. 湖北宜昌恩地化工有限公司；44.

山东招远市玲珑镇薛家村委；45. 句容市瑞生化工有限公

司；46. 宁波市佳吉贸易有限公司；47. 吴江新兴玻纲有限公

司；48. 格尔木大格勒乡供销社；49. 陕西镇安星火建材公

司；50. 陕西华县莲花寺供销社；51. 南京麦奇科建材有限公

司朱卫国；52. 中国化工建筑总公司；53. 友谊县富源专用肥

厂；54. 淮阳县四通镇供销社；55. 青海沪办经营服务部；56.

格尔木新源工贸公司；57. 硫酸钾厂服务公司；58. 青海省石

油管理局；59. 青藏铁路开发公司；60. 大柴旦西海化工厂；

61. 格市腾龙经销公司；62. 巩义市小关供销社；63. 山东金

乡县供销社；64. 青海省烟草公司；65. 格尔木海湖公司；66.

河南坊城公路段；67. 北京三平化肥厂；68. 曲周石棉瓦厂；

69. 青鹏物业公司；70. 宁办收钾肥款；71. 铁路分局总调；72.

互助熔剂厂；73. 甘肃临夏；74. 江苏沛县；75. 刘斌。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以上 75 家单位及个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10 月 15 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办理相关清

欠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联系人：张忠清 联系电话：18209794803

联系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发展大道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原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寻找债权人的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统一安排部署，青海晶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对长期无法支付的债务进行清理，经

梳理后有 32家单位及个人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分别为：

1.南京霸州工贸有限责任公司；2.湖南有色冶金劳动保

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3.青海晟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格尔木雨金橡胶五金销售有限公司；5.甘肃凯大机电设备

成套有限公司；6.中化化工科学技术研究总院；7.青海省二建

工程有限公司；8.格尔木中福加油站；9.河南省第一防腐工程

有限公司七分公司；10.李海胜包工队；11.西宁海湖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12.格尔木黄海彩钢制作安装厂；13.长城电器集团

西宁第一销售分公司；14.环宇集团格尔木分公司；15.陕西长

风风机制造有限公司；16.四川省蓬安县建业总公司格尔木分

公司；17.上海锐瓷辊子机械有限公司；18.河北省衡水橡胶总

厂；19.格尔木金石钾业有限公司；20.清华大学；21.无锡市恒

畅环保设备有限公司；22. 格尔木海洋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23.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24. 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25.宁夏惠冶镁金属公司；26.贵州福泉农资公司；27.湖北

新洲土肥站——公；28.山东潍坊市食品进出口公司；29.福建

省福州一化；30.南京海波电镀器材有限公司；31.贵阳市白云

区农资公司；32.邵卫其。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以上 32 家单位及个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10 月 15 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办理相关清

欠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联系人：梅广永 联系电话：18946898410

联系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发展大道

特此公告！

青海晶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青海晶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寻找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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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编写全国统编藏医药规划教

材近 100 种；完成藏药首个滴眼液剂

“吉堪明目液”的临床前研究；开创“藏

医心理学”“W+2+5+3”的藏医药对外

交流合作新模式……37 年来，青海大

学藏医学院院长李先加一心致力于藏

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及对外宣传，成

为我省藏医药科技传承与创新发展的

领跑者。

1985 年，李先加从海南藏族自治

州民族师范学校藏医班毕业后，被分

配 到 海 南 州 藏 医 院 工 作 。 1989 年 至

1992 年，李先加赴西藏藏医学院进修

学习，并师从国医大师强巴赤列攻读

藏医学硕士研究生。他的医术得到了

极大提高。1997 年，他被调至青海大

学医学院，从事藏医药教学科研工作。

从临床走向科研，对于李先加来

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如何做好教书

育人，李先加觉得健全教材体系是关

键，应建立具有民族医药特色的藏医

药学教材体系，才能更好地传承藏医

学。自 1998 年起，李先加主持编写了

“全国藏医学本科教学大纲”“藏医药

学本科教育规划系列教材”“藏医药学

专业研究生试用教材”“面向 21 世纪课

程教材”等 100 多种教材，全面建立了

具有民族医药特色的教材体系，填补

了全国藏医药统编教材的空白，并获

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该教材体

系除了在我国五省区藏医药院校使用

外，在美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多

国藏医学院校使用，成为全球相关机

构通用的藏医药教材。由他著作出版

的《藏医心理学》填补了藏医学史上没

有完整、系统的心理学教材的空白，该

著作获得青海省第八次科技进步奖和

我国藏学界最高奖项即中国藏学珠峰

奖。

作为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先加不但博学，更善于

教学。在教学中他坚持立德树人，针

对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个人兴趣

爱好多样化的特点，做到有教无类、教

亦多术、因人而宜、因材施教，注意培

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们的潜能，

达到“传道授业”的境界。

李先加说，每当站在

讲台上，他总有一种使命

感，保证课堂上有新的思

想、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和

独到见解，使学生认识到

现代藏医学学术体系的基

本构想。每年临近学生毕

业时，李先加就开始忙碌

学生的就业问题，在学生

眼 里 他 更 像 是 一 名 销 售

员，为学生们四处奔波找出路。截至

目前，李先加培养藏医药专业本科、硕

士、博士人才 3000 余人，其中研究领域

博士 26名、硕士 58名。

在李先加不懈努力下，2006 年，藏

医学院获得民族医学（藏医藏药方向）

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青海省高等

教育博士点零的突破，成为全球首个

独立培养藏医药博士的高校。李先加

依托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创新藏医药人才培养模式，获批建设

藏医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藏医药

学青海省“国内一流”学科、《藏医方剂

学与藏医泻治学》国家级一流课程 。

2021 年，在民族医学（藏医藏药）二级

学科博士点基础上增列中医学（藏医）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构建了集

藏医药学本、硕、博、留学生教育为一

体的办学新格局，建立了藏医药教育、

医疗、科研、产业和文化传承“五位一

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完成了藏医药学

从传统师徒传承进入高等医学教育殿

堂的教育革命，成为民族医药教育史

上里程碑式的成果。

在做好教书育人的同时，李先加

长期致力于藏药新药的研发工作。主

持完成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研究创新

团队、“藏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研究创新

共享平台建设”等 20 多个项目。其中

主持的“新型藏药‘吉堪明目液’研发

研究”“藏药七十味珍珠丸及仁庆璋皎

的研制开发”“藏药重金属制品的安全

性及代表性组方的药效学研究”取得

青海省科技成果证书，为藏药复方药

药效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藏药首

个滴眼液剂“吉堪明目液”产品作为医

院制剂已成功推广于临床。藏药重金

属制品的安全性及代表性组方的药效

学研究，验证了含重金属代表性复方

藏药的安全性，为藏药临床用药提供

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对新时代藏药产

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加强国际合作，开创藏医药对

外交流新模式，李先加以藏医药教育、

医疗、科研、产业、文化传承“五位一

体”资源为主要平台，开创“W+2+5+

3”的藏医药对外交流合作新模式──
“青海模式”，实现藏医药教育发展“三

级跳”，建立了藏医药国际合作国家级

示范基地。

历经三十余载的藏医教学生涯，

李先加始终坚持严谨的科研作风，兢

兢业业，精益求精，先后被评为国家高

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青

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优秀学科带

头人、青海省藏医药学领域人才“小高

地”领军人物、2023 年青海省最美科技

工作者等殊荣，并入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省科协宣）

李先加李先加李先加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杨 红 霞
闻 皓 才让东珠

“目前基地种植的有香菇、赤松茸

和羊肚菌，主要以香菇（青源 2882）为

主，这也是我们经过两年时间研制、培

育出的适合门源气候的品种。现在我

们的香菇出货量一天最多能达到 5 吨

左右，供不应求。”

9 月 23 日，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

源回族自治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内，门源瑞辉高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

有限公司经理沈轶正在向“担当实干

建功立业”主题调研采访组一行人介

绍当地食用菌种植情况。

走在园区内，一幢幢大棚排列整

齐，不时有工人进出棚内，有的抬着满

筐的鲜菇在装车，有的拿着空筐准备

采摘。走进大棚，体感不似其他蔬菜

大棚的闷热，竟有些凉意。

“因为我们的香菇怕热不怕冷，因

此大棚内的温度不会过高，这也是我

们比外地种植有优势的地方，外地种

一茬，我们可以种两茬，门源的冷凉气

候在发展食用菌产业上有先天优势。”

沈轶解释到。

大棚内一个个菌棒整齐地放置在

铁架上，一眼望去，早晨刚采摘的棚内

不见有多少可采摘的香菇，包全梅和

同伴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门 源 县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园

2021 年 3 月开工建设，同年 12 月底全

面建成。项目总投资 2441 万元，园区

总面积 48.47 公顷（727 亩）。目前，园

区内有食用菌种植大棚 80 栋、临时仓

储室 1 栋、中央控制室 1 栋，以及相关

配套智能控制系统设备等。

工作人员介绍，园区自成立以来，

有效带动周边就业，“高峰时每天用工

量能达 200 人，采摘、分拣这些工作简

单培训后都能做，所以我们用工年龄

也不太受限制。”沈轶说。

据了解，今年 39 岁的包全梅已经

在这里采摘了 4 年。“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既能照顾孩子，还能增加收入，一

举两得。我们一般每天早晨摘一次，

一天收入近百元。”包全梅说。

今年 60 岁的祁海蓝也在家门口

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我今年三月刚

来，家离这里不远，这里有需要了就来

务工每天挣个七八十元，好得很。”祁

海蓝边说边动作麻利地剪去香菇杆，

园区内会将品相不好的香菇统一做烘

干处理，烘干前需要将香菇杆剪去。

门源县乡村振兴局项目办主任马

国文介绍，示范园的建立让周边农牧

户有了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基地+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以产

品加工销售、合作社、脱贫户租赁种植

的方式，统一生产经营，使种植经济效

益显著提升。

不管个人还是合作社，在生产各环

节都没有后顾之忧，菌棒由门源瑞辉高

原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有限公司提供，并

给予技术支持，加工及销售也有成熟的

渠道。截至目前，入驻的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牧场、个体户共计9家。

“我们希望将这个示范园打造成

集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工业化生态种

植为一体的有机示范园，这也是我们

县以全面打造‘青藏高原食用菌产业

基地和门源特色食用菌核心示范区’

为总目标的，集种植、加工、交易为一

体的示范基地。不仅要实现产品的深

加工还要将产业链延伸出去，使产品

附加值更高，让大家通过香菇种植增

收致富。”马国文说。

祁连山下祁连山下““菇菇””事丰收事丰收

包全梅展示采摘的蘑菇。

工人正在分拣香菇。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杨红霞 闻皓 才让东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