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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所荣获的“第七批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称号，是乌兰县
继获得国家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荣誉后的又一
项“国字号”殊荣。

从“沙窝”到“绿洲”。乌兰县始终

牢记嘱托，胸怀“国之大者”，用实际行
动，推动绿色转型，着力打造生态文明
建设的“乌兰样本”，把生态颜值转化
为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发
展价值。

如今，在广袤的乌兰大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并催
生出一个又一个绿色之变、幸福之变。

“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现在，

我们端起了‘旅游碗’、吃上了‘生态
饭’，真的很幸福！”“我们是在‘护’风
景中‘赢’来了‘好钱景’啊！”……

采访过程中，记者真切感受到当
地干部群众对生态环境变好的无限感
慨，以及对各方面工作的认同和肯定。

青山为笔，碧水为墨，一幅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多彩山水画
卷在美丽乌兰徐徐展开。

本报记者 张洪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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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洪旭

空气优良天数达 90%以上，城镇污水处理

率达 92.45%，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100%；建立完

善“网格化”环境监管和林草长制及河湖长制

体系；落实国家公益林保护修复，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七批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名单，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获得

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称号。这

项“国字号”殊荣让乌兰县成为海西州首个成功

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地区。

近年来，乌兰县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始终牢记“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

“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积极融入青海省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着力打造海西州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样板和“柴达木戈壁滩绿色之

城”建设典范，取得显著成效。

提升“金字招牌”成色

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乌兰县境内，地

处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这段时间，随着天气

凉意渐浓，湖岸边几百亩遇冷变色的“盐爪爪”

逐渐染红了大地，骆驼、黑颈鹤、斑头雁等各类

野生动物陆续来到这片壮美的“红地毯”，嬉

戏、觅食、休憩。

蓝天、白云与高山交相辉映，从高空俯瞰，

整个湿地公园五彩缤纷，风景优美，宛如一幅

色彩斑斓、如梦如幻的油画，将美不胜收的“多

彩乌兰”体现得淋漓尽致。

“真没想到，这么多动物会集中出现在这

里，火红的大地、湛蓝的天空、洁白的雪山、各

种各样的动物，真是太美、太震撼了！”游客梁

建庭将手机举在前不停地拍照。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全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近年来，乌兰县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原则，持续加大湿

地保护力度，采取封滩、育林、育草、减畜等措

施，使湿地区域及周边生态环境总体质量得到

全面提升，湖区动植物种类、数量稳步恢复。

“以前，这里的湿地生态系统非常脆弱。”

乌兰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高级工程师雷

发宙感慨：“像鹅喉羚，几年前，在湖边最多能

看见几只，这几年经常能看到好多群。还有大

天鹅，5 年前只有十几只在此过冬，2022 年，我

们监测到有 54 只大天鹅在湖面上嬉戏，这说明

湿地保护成效在不断显现。”

为了保护这片湿地资源，乌兰县连年对该

地区进行栖息地恢复工作，恢复鸟类栖息地2公

顷，根据湿地内部分鸟类生活习性，对栖息地环

境进行适度改造，构建浅水沼泽、漫滩等。并在

湿地公园科普馆展示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生态

功能和迷人景观等，不断增强前来参观的群众

和游客保护生态的意识及法治观念。

雷发宙说，通过近年来的监测、拍摄，目前

湿地内有野生脊椎动物 98 种，鸟类 29 种。国

家Ⅰ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黑颈鹤、金雕和白尾海

雕等；Ⅱ级保护野生动物有疣鼻天鹅、黑尾地

鸦等共 10 种，省级保护野生动物有灰雁、斑头

雁等。

书写瀚海“绿色答卷”

乌兰县地处海西州东北部、青海湖流域西

侧的柴达木盆地，10 年前，沙化土地总面积达

154540.9 公顷，是青海省沙漠化危害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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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莫昌伟） 11 月 10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主持召开县

委书记落实维稳责任制座谈会，强调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稳定

贯穿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扛牢扛实县委

书记维稳第一责任人职责，切实推动青

海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会上，黄南州委及平安区、天峻县、

同德县、囊谦县、班玛县委主要负责同

志围绕维稳责任制落实情况发言，其他

有关县（市、区）作书面交流。

陈刚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县域

是维护稳定的前沿阵地，县委书记是抓

好维稳工作的关键，必须时刻树牢底线

思维和忧患意识，始终做到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把功夫下在日常平常，有效

应对和防范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

件，有力应对处置各种风险挑战，保一

方稳定、护一方平安，不辜负党和人民

重托。

陈刚充分肯定全省维稳工作取得

的成绩，深刻分析存在的差距不足。强

调，做好现阶段维稳工作，工作责任不

落实是最大隐患，掌握政策不深入是最

大短板，风险研判不细致是最大风险，

基础不牢是最大制约，作风不严是最大

危害。务必深刻认识做好维稳工作的

重要性，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胸怀全

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补短强弱重点部位，推动各方协同

联动，以平安稳定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要把维稳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布局、纳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职

责清单，健全党委（党组）议稳制度，用

好调度督导评估手段，不折不扣落实平

安青海建设各项部署。要切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做好政策

法律宣传、思想教育引导、代表人士培

养、寺庙管理服务等方面用情用力。要

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做细做实网

格化管理，对苗头性问题、潜在性风险

保持足够敏感，发挥好省市县三级社会

综合治理服务中心作用，做到处早处小

处快。要把解决好群众所思所盼作为

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础性工程，主动下访

接访，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确

保诉求“有门”、回应“有声”。要压实各

级党委书记维稳责任，优化整合和科学

配置各类群防群治力量，不断增强群众

工作能力，将基层党组织建成维护稳定

的坚强堡垒。

会 前 ，陈 刚 前 往 同 仁 市 主 题 教 育

办、吾屯上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调研督导主题教育、平安寺庙建设和中

心实体化运行情况，强调，要落实好“干

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工作要

求，进一步强化鲜明用人导向，让“要我

干”的干部越来越少，“我要干”的干部

越来越多。

省领导杨发森、班果、朱向峰、吕

刚、李宏亚参加相关活动，各市州党委

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陈刚在县委书记落实维稳责任制座谈会上强调

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职责
推动青海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推动青海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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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解，小李和老张握手言和。 本报记者 尹耀增 摄

本报记者 尹耀增

“他为啥总是把垃圾倒在我家门

口，说了几次，还是那样。”

“我岁数大了，走路费劲，再说了

也不是很脏的东西，你一个年轻人就

不能把它清理掉吗？”

这是 11 月 9 日，记者在海北藏族

自治州海晏县金滩乡的“六小”调解工

作室看到的一幕。说话的两人分别是

金滩乡岳峰村的小李和老张。

此外坐在一起的还有金滩乡党委

书记姚文强、乡司法所、派出所以及岳

峰村的负责人。听完两人的情况后，

姚文强笑了，“这算什么事啊，还值得

这样吵闹，你们是邻居，应该互相帮助

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红脸啊。远亲

还不如近邻呢……”

经过一番耐心的调解，小李和老

张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握手言和。

“就是这样一些家长里短的小纠

纷，如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发展成大矛

盾。我们立足金滩乡多民族杂居、多文

化融合的乡村实际，聚焦群众需求多

元、纠纷多样、服务多维的特点，推行解

决矛盾纠纷‘六小’工作法，从日常‘小

切口’解决民生‘大问题’，有力保障了

社会环境和谐稳定。”姚文强说。

金滩乡辖 9 个行政村，全乡 2139

户 7400 余人，生活着汉、藏、蒙古、回

等民族，整体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矛盾

纠纷呈现出多样性、突发性、复杂性等

特点，小矛盾小纠纷极易引起大问题，

造成民族隔阂，影响团结稳定。

基于这样的认识，2016 年，金滩

乡就提出了“五小”化解法，经过实践

检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邻里关

系更融洽了，社会关系更和谐了，干群

关系紧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金

滩乡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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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 玥

一天之内，横跨两省市，七处考察

点。

冒着严寒，早出晚归，马不停蹄。

从农村、社区，到校园、商铺，从田

间地头，到河坝大堤，中午就在车上短

暂休息……为了更多地了解灾后恢复

重建情况，为了更多地同受灾群众面对

面交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关注着灾情，

指导着救灾工作，心里一直惦念着受灾

地区和受灾群众。我当时就说，灾后恢

复重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

看看。”

“特别是到了冬天，老百姓能不能

安全温暖过冬？还有什么生活困难？”

11 月 10 日，立冬后第二天。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门

头沟区、保定涿州市，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 如 约 ”而 至 ，正 因“ 时 时 放 心 不

下”。

依然记得，2014 年云南鲁甸地震。

5 个月后，大寒节气前一天，总书记一路

颠簸来到震中峡谷。

依然记得，2020 年安徽汛情严重。

1 个月后，顶着似火骄阳，亲临八百里巢

湖大堤。

依然记得，2021 年山西罕见暴雨。

3 个月后，农历小年刚过，沿着蜿蜒山

路，冒雪来到汾河两岸。

风雨袭来，谁是最可靠的主心骨？

谁是真的英雄？

此次考察期间，在妙峰山民族学校，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一堂孩子们的主题

班会。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心中“最

可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叔叔，早

出晚归的救援叔叔，忙得脚不沾地的村

干部，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救

灾的现实，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大思政

课”。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的党。危

难 之 际 ，我 们 党 的 各 级 组 织 和 党 员 干

部，都会为人民冲在第一线。”

“特别是一旦有灾情，有两个最突

出：一个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一个就

是红旗下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一举一动，践

行承诺。

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话——

水峪嘴村村民李盟的家，重新装修

了，收拾一新，她对总书记说：“家里老

人说，要是早年间遭了这样的灾，就得

去逃荒了。感谢党和政府！”

在永济秀园小区居民董彩英家，屋

里温度稳稳达标了，她告诉总书记：“总

而言之一句话，还是党好！”

万全庄村村民付俊正在重盖房屋，

见到总书记，他露出了笑容：“党的政策

好，赶上这个好时代了，要不然就盖不

起来了。”

总 书 记 心 中 ，人 民 才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到唐山，称赞“英雄的城市”“英雄

的人民”；到武汉，深情地说“武汉必将

再一次被载入英雄史册”。对人民，总

书记一直由衷赞美。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十

分感慨：“每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华民

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倍增前行信心。”

地震、洪水、干旱……中华民族与

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年，饱经忧患、备

尝艰辛，不仅从来没有被压垮，而是在

灾难中挺起不屈的脊梁，铸就我们这个

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

董 彩 英 告 诉 总 书 记 ，当 时 房 子 进

水，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害怕的。楼上邻

居一次次敲门问平安，忙前忙后帮着搬

东西，并让她住在他们家里。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在灾害

面前，我们的人民群众，无比坚强。而

且 在 抗 灾 救 灾 的 过 程 中 ，大 家 同 舟 共

济、相互帮助。”

在妙峰山民族学校，在白沟河畔的

大堤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慰问了

参与防汛抗洪救灾的各方面代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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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遇冷变色的盐爪爪为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披上“红地毯”。 通讯员 马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