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谭晶晶6

年 初 以 来 ，玉 树 藏 族 自 治 州 紧 扣

“如何让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有效落实

三会一课制度”这一关键课题，精准施

策，全面开设“强村讲堂”，坚持以群众

的语言“宣讲”理论、以感恩的文化“凝

聚”人心、以生动的事例讲活“政策”、以

“帮带帮学”的形式落实组织生活制度，

全面凝聚农牧区党员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精准选配“双语型”干部，确保宣讲

队伍强起来。以政治过硬、素质过硬、

能力过硬为标准，从优秀县处级干部、

乡镇干部、州直机关干部、退休干部中

聘请 172名导师，组建百人导师团，按照

“一县一团”的比例分设为 6 个导师团，

每组宣讲队由 3-5 人组成，实现全州 49
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对入团导师实

行聘用管理制度，明确 3 年的聘用期限

和工作职责，每年年底开展集中测评，

让基层干部和群众成为导师团的“主考

官”。同时，制定《强村导师团管理办

法》，以严的制度、暖的激励推动“强村

导师团”真正成为村党组织“三会一课”

的辅导员。

精心编制“双语版”教材，确保宣讲

内容实起来。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

则，围绕“六讲”精心编制双语教材，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首讲内容”，将乡村振兴、平安建设、民族

团结、生态文明、基层治理等作为“重点内

容”，精心设计“讲思想、讲政策、讲法治、

讲团结、讲生态、讲文明”六讲双语教材，

通过开展“进乡镇、进村（社）、进生产一

线、进牧户僧舍”活动，将思想讲鲜活，将

政策讲暖心，将团结文明和谐讲生动。

创新形式宣讲，确保宣讲成效深入

人心。“实境课堂”重点讲。“这种用身边

的小故事阐释大道理的方式我们愿意

听。”玉树市上拉秀乡玛龙村党员司塔

多 杰 在 参 加 完“ 强 村 讲 堂 ”后 高 兴 地

说。导师团以案例故事再现党的百年

光辉历程、展示新玉树发展变化，群众

愿意听、听得懂。“流动课堂”入户讲。

“坐在家门口就能听理论宣讲，这种方

式大家坐得住，听得懂，也记得牢，我觉

得特别好。”治多县立新乡叶青村党员

多 么 多 杰 才 仁 在 参 加 入 户 宣 讲 后 说 。

玉 树 州 努 力 构 建 以 强 村 导 师 团 为 主 ，

“红旗宣讲队、百姓宣讲团、巾帼宣讲

队、文艺轻骑兵”等宣讲团队为辅的宣

讲团、小分队，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家

门口。“云端课堂”互动讲。通过开设线

上课题，为全州各领域党员搭建灵活有

效的线上学习平台，推动宣讲由“一时

一地”变为“随时随地”，推动理论宣讲

抓在经常、融入日常。 （玉组）

玉树州：“强村讲堂”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

强化生态保护，厚植绿色底蕴。

近 日 ， 从 青 海 湖 景 区 保 护 利 用 管 理 局 媒 体 座 谈 会 获

悉，拟建青海湖国家公园范围初步划定。基本将青海湖的

湖泊、河流、高寒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以及黑颈鹤、大天

鹅、青海湖裸鲤、普氏原羚、羽叶点地梅等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保护区域纳入拟建国家公园范围，能够体现国家代

表性、生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由此意味着，自 2022 年

初正式进入创建阶段以来，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又取

得新进展。

青海因青海湖而得名，青海湖被誉为高原蓝宝石。

习近平总书记 2021年 6月亲临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提出

“要把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生态

战略落实好、国家公园建设好。”在 2022 年新年贺词中特意提

到“碧波荡漾青海湖”。2022 年 11 月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开幕式致辞中又提出“重点建设青海湖湿地类型

国家公园”。

近年来，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贯彻青海省委十四届四次全

会精神出发，青海自上而下坚持凝聚合力，高质量推动青海

湖生态文明建设。目前，青海湖生物多样性资源不断恢复，

生态系统保护成效明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家公园

创建高标准推进。

“青海湖是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那里只有一种鱼类，就

是青海湖裸鲤，也叫湟鱼，曾经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破坏，被

列为濒危物种。十年来，青海对裸鲤进行了多方位的科学保

护，资源量增加到 11.41万吨，比保护初期增长了 44倍。”

在党的二十大“党代表通道”采访中，我省代表、青海湖

裸鲤救护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祁洪芳介绍说：“如今，青

海湖这颗高原‘蓝宝石’呈现出鱼鸟翔集、碧水蓝天的生态美

景。”

可以说，从物种濒危到鱼跃欢腾，十年时间才能增加一

斤重量的湟鱼，实属不易的增长数字，见证了青海湖的水域

改善和保护力度。时下的青海湖，呈现出的是一幅只此青绿

大湖图卷。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是国际重要湿地，是

维系青藏高原及我国西部大环境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和生

态屏障。

时光奔流，逐绿而行。青海科学提出构建青海湖国家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推进青海湖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

理示范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示范

区、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先后实施草地治理、天然林保护、

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修复等一系列保护工程。建设“生命

通道”，为普氏原羚安全穿越公路保驾护航；实施封湖育鱼、

增殖放流，守护青海湖“水—鸟—鱼”生态系统良性发展，倾

心倾力保护生态资源绿色底蕴。

在强化修复治理方面，先后投资 2.5亿元实施湿地生态保

护与修复、监测体系建设、保护能力建设等重点生态保护项

目。紧盯青海湖水位上升新生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刚毛藻水

华治理科学研究，从青海湖刚毛藻发生机理、成因分析、正负

面影响等研究方向有了初步科学研究成果，投入 9505 万元持

续推进刚毛藻水华治理，治理面积 2000 余公顷，打捞刚毛藻

9.94万余吨。

在健全监测体系方面，制定实施青海湖生态环境保护巡

护监测工作方案和生物多样性监测规范，探索建立“四固定、

三统一”监测规范，常态化开展巡护监测，发布生物多样性年

度监测报告，实现重点生态保护对象和重点区域监测全覆

盖。

与此同时，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与中科院等科研

院所全面合作，建成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

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联合相关部门和

研究机构设置 300 个生态监测地面定位监测站点，初步搭建

覆盖全流域“水、土、气、生”的科研监测数据平台和监测体

系。编制青海湖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系统可研

报告，科学建设青海湖生态监测网络感知系统。

在依法严格保护方面，联合地方政府常态化开展青海湖

生态环境大排查大整治大巡护、污水排查整治、垃圾清理整

治、“绿盾”行动、河湖“清四乱”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合力推动青海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

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今日青海湖，自然资源实现“三增、三减、一不变”，即湿

地面积持续增加、高密度植被覆盖率持续扩大、青海湖整体

生态功能持续增强；保护区沙地、裸地、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

减少；保护区内保护功能性用地保持不变。

2021 年 ，青 海 湖 水 面 面 积 恢 复 到 4625.6 平 方 公 里 ，较

2012 年增大 220 平方公里，湖体容积增加 100 亿立方米，达到

899.91 亿立方米，达到青海湖恢复期历史最大值。“大湖归来”

让流域整体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哈尔盖河、泉吉河、布哈河等 8 条入湖河流监测水质达到

II类以上标准，地表水水质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100%。

青海湖周边草地覆盖改善面积占比从 2012 年的 57.6％

上升到 70.5%，退化面积占比从 31.4%下降到 23.7%，草地综合

植被盖度达 60%、湿地保护率达 69%。

良禽择木而栖，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标志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到 2022 年恢复到

11.41万吨，是 2002年的 44倍，达到原始资源量的 35.6%。

旗舰物种——普氏原羚野外种群数量不断增加，从最初

的 7 个种群栖息地发展到 15 个栖息地野外种群，最新监测年

平均种群数量达 3400余只，达到保护初期的近 11倍。

湿地指示性物种——水鸟多样性实现增量，目前环湖记

录鸟类种数达 235种，栖息水鸟数量达 60.6万只。

绿色厚植，大湖见证——青藏高原独有的“草—河—湖

—鱼—鸟”共生生态链趋于平衡，青海湖生态保护实现高质

量推进。

洒满奋斗的时间，举起现实的灿烂，耀亮未来的征程。

2021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湖时强调“青海

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

不断巩固拓展。”

牢记嘱托，奋发有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正在高

颜值生态和高质量发展融合路径上全力冲刺。

（王雅琳）

——扎实推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1）

逐绿而行，构建高原大湖生态保护大屏障

本报记者 王 晶

10 月 25 日，晴空万里，西宁市湟

中区群加藏族乡上圈村梅花鹿养殖基

地内，一头头体态匀称、毛色光亮的梅

花鹿正悠然散步、觅食……甚是可爱。

走进宽敞明亮的现代化鹿舍，饲养

员华尖抱来两捆玉米秸秆，摊开平铺，

看着这群温驯可爱的梅花鹿凑过来，他

摸摸这头，看看那头，认真观察着它们

的进食情况，确保每一头鹿都健健康

康，他的脸上荡漾开一抹幸福的微笑。

打扫鹿舍、搅拌饲料……今年 50
岁的华尖是上圈村村民，现在养殖基

地工作。“今年 9 月养殖基地正式投入

使用后，我就来上班了，现在一个月能

挣 5000 元，收入固定还离家近，比在外

面打零工强得多。这几年农村变化越

来 越 大 ，道 路 平 坦 宽 阔 ，村 庄 干 净 整

洁，现在又多了一个致富‘秘方’——

养殖梅花鹿，村民可高兴了。”华尖笑

着 说 ，梅 花 鹿 是 我 的 宝 贝 ，要 仔 细 喂

养 ，精 心 照 料 ，这 可 是 全 村 致 富 的 希

望，不能不上心。

“目前，养殖基地有梅花鹿 860 头，

共10栋棚、42个圈舍，存栏量达1100到

1200 头，年出栏 400 到 500 头。除了活

体鹿的出栏还有鹿茸、鹿肉、鹿血等多种

产品。后期，我们还计划培育拥有青海

高原特色、产能高的高原梅花鹿品种。”

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刚介绍说。

梅花鹿自古就有“百兽之后”的美

誉，鹿茸、鹿肉、鹿血、鹿骨、鹿筋等都

是名贵药材，可谓“浑身是宝”，有着极

高经济价值。谈到养殖梅花鹿，有着 5
年养殖经验的赵刚打开了话匣子：“梅

花鹿耐粗饲、不挑食，是百草性动物，

主要用玉米和玉米秸秆、豆粕、麸皮等

喂养，饲料成本较低。而且对环境的

适应性很强，这里草木葱茏，远离工业

污染，对鹿群的生长和繁育都较好。”

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是 2022 年湟

中区财政衔接资金和东西部协作重点

项 目 ，项 目 总 投 资 3453 万 元 ，占 地

5545 平方米，配套建设有养殖培训基

地、鹿产品展览室、业务用房等，是青

海省规模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目

前项目已经完工，养殖基地已通电、通

水、通路，部分基础设施正在完善中。

“我们通过引进有技术优势的企

业经营，促进畜牧养殖行业发展，获得

稳定的经营性收入。同时，带动当地

群众参与务工 50 多名，增加务工收入

1.5 万元。预计到 2024 年底，梅花鹿养

殖 规 模 可 达 1100 头 ，年 经 营 收 益 达

400 万元，可带动上圈村每年不少于 9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帮助群众增

收致富。”群加乡乡长汪金花说。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成

股东。发展梅花鹿特色养殖产业，一

举解决农户发展产业缺资金、缺技术、

缺市场的问题，群加乡在实现集体经

济稳步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促进群

众持续稳步增收，从深层次发挥村民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未来，群加梅花鹿养殖基地将走上

以梅花鹿生态养殖、鹿产品精加工、休

闲观光为一体的发展道路，推动特色旅

游业的发展，用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走

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之路。

“1 头公鹿每年能产 6 至 7 斤鹿茸、

能采 1 至 2 斤鹿茸血，价值在 10000 元

左右，母鹿主要用于繁殖，每头仔鹿可

以卖 6000 至 8000 元……”微风吹拂，

听着呦呦鹿鸣，带着对产业造血带来

的无限憧憬，赵刚掰着手指算起未来

好光景。

——“乡村行 看振兴”系列报道

群加藏乡一群加藏乡一““鹿鹿””高歌向前行高歌向前行

梅花鹿正在吃食。 西宁市湟中区群加藏族乡 供图

为加强京玉合作，推动教育医疗人

才“双向组团”培养工作，10 月下旬，玉

树藏族自治州启动实施第三批“345”本

土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工程。共选派 15

名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赴首都医科

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农学院等高

校开展为期 1年的访学研修。

此次进修学习旨在大力实施“人才

强州”战略，强化本地造血功能，提升对

口帮扶综合效益。

北京市教委和相关高校高度重视

本次访学研修承接工作，召开座谈会与

玉树州委组织部进行深入交流、商定培

养计划。

全体学员表示，对提供这样一个难

得的学习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定会

端正态度、用心学习、学有所得。同时，

树立良好形象，当好“人才大使”，传播

玉树声音，讲好京玉故事，尽快学成归

来、学以致用。

近年来，玉树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

人才队伍建设，聚焦发展，探索引育结

合新路径。一方面坚持政策引才，相继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玉树人才

工作的若干措施》等，构建起宽领域、多

层级人才政策体系。一方面突出本土

人才培养，实施“345”人才培训工程，选

派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赴北京进修。启

动实施“江源英才”计划，评选教育、卫

生、文化、工匠等四类“江源英才”，激励

人才扎根基层、担当作为。

（玉组）

玉树州：选派第三批“345”本土专业技术人才赴京进修

近年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

坚持贯彻落实“十个一”工作要求和

平安海北 60 条措施，持续推进平安

海晏建设，不断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

数。

突出抓责任、抓落实，在落实工作

责任上下功夫。县委组织部高度重

视，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4 月

初召开部务会对平安海晏建设工作进

行专题部署，根据平安建设重点任务

分工分条认领，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印发重点任务清单，将重点工作分解

到各科室。聚焦组织部职能职责，扎

实开展“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年”活动，

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水平。

突出抓带动、抓管理，在活跃工作

队伍上下功夫。海晏县委注重顶层设

计、强化资源统筹，召开县委常委会专

题研究派出所所长兼任乡镇党委委

员，目前 7 名乡镇派出所所长全员兼

任驻地乡镇党委委员。选配 39 名业

务能力强、工作劲头足的青年干部驻

村开展工作。为高质量开展基层工

作，培养骨干力量，加大对乡村人才培

养力度，共计开展培训 25 期，参训 845
人次。

突出抓载体、抓常态，在深化思想

教育上下功夫。严格按照县委平安办

关于做好平安建设宣传活动的专项方

案 ，通 过 部 务 会 集 中 学 习 传 达 10 余

次，主要学习平安建设相关的会议精

神和文件精神，增强干部职工专业理

论水平，不定时在广场向群众作平安

建设知识宣讲，发放 120 余册专题学

习手册。

（晏组轩）

海晏县：以平安建设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紧盯基层

党组织服务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从

优化人员队伍、创新载体形式、提升服

务质效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基层党

组织的组织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锻造为民服务“排头兵”。创新建

立领导干部“1+N+10”联系和服务群

众工作机制，以县级领导联乡包村、乡

镇领导干部联村包户、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驻村的方式，构建上下一体的

服务模式，紧盯群众实际需求，把办好

民生实事、培育实体产业作为核心任

务，进一步破难题、理思路，让党旗在

一线高高飘扬。

规范为民服务“主阵地”。按照

“一室多用”的要求，延伸党员活动室

服务半径，配套民政、党建、卫生、文

化、医保、就业等服务项目，高标准打

造党群服务中心。借助红色书屋、农

牧民夜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功能

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和“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做到让信息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拓宽为民服务“新渠道”。在农牧

区，依托“红色领航·毗邻同心”跨区域

党建大联盟组建联合党支部，成立 27
支党员先锋队，围绕民族团结、产业发

展、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双向认领形

成共建清单，及时满足群众诉求。在

社区，发挥“红袖章大妈”“八宝老兵”

等志愿者队伍作用，为群众代办缴费

报销、政策咨询、公益服务、化解矛盾

纠纷等，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祁组）

祁连县：多举措拓宽为民服务
“新渠道”

本报海西讯 （通讯员 郭曲太）
秋日丰收，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把

秋收工作作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重要工作来抓，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集中人力、机械，抢抓天气晴好时

机，组织农民适时抢收，扎实推进秋

收工作。目前，已收获粮食作物约

2.53 万公顷、油菜 4493 公顷，分别

占 总 收 获 面 积 的 82.86% 、 83.51% ，

预计产量分别为 10 万吨、1.25 万吨

以上。预计全州秋收工作于 11 月初

收尾。

海 西 州 持 续 开 展 全 时 全 季 科 技

支农“十大行动”，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田间

管理、农机检修、高质量收储等全

方位技术服务；加大秋收打碾宣传

力度，引导农户按照播种计划做好

种子贮藏、耕翻和农家肥积攒等工

作，协调解决农户在秋收期间的困

难和问题，为秋收工作奠定良好基

础。

加强农牧与气象部门间的联系，

密切关注气象情况，指导农户和经营

主体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严

格落实农牧业重大灾情信息和秋收

进度日报、24 小时值班值守等制度，

及时掌握秋收进度，保证信息畅通；

优化机械作业路线，做到目标到位、

任务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努力

实现精收细收、应收尽收。

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检查，加大对

违规农机操作、超载运输等行为的查

处力度，宣传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引

导群众提高机械化使用率和安全意

识；提前做好农机需求摸底，保障农

机 供 给 。 据 了 解 ，全 州 自 有 收 割 机

111 台，跨区调入收割机 170 余台，为

高效完成秋收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机

械化支撑。

海西

扎实推进秋收工作扎实推进秋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