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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11 月 2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全球数字

贸易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贸

易 蓬 勃 发 展 ， 成 为 国 际 贸 易 的 新 亮

点。近年来，中国积极对接高标准国

际经贸规则，建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

体系，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

不 断 以 中 国 新 发 展 为 世 界 提 供 新 机

遇。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平台，共商合作、共促发展、

共享成果，携手将数字贸易打造成为

共同发展的新引擎，为世界经济增长

注入新动能。

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当日

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数字贸

易 商通全球”，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

商务部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二届全球习近平向第二届全球
数字贸易博览会致贺信数字贸易博览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瑟夫·尼乌

马·博阿凯，祝贺他当选利比里亚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在你的推动下，利比

里亚各界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形成共

识，中方表示赞赏。两国人民携手抗击

埃博拉、新冠疫情，在经济社会发展领

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结下深厚友

谊。我高度重视中利关系发展，愿同你

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友好互信，加强互

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致电祝贺博阿凯习近平致电祝贺博阿凯
当选利比里亚总统当选利比里亚总统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11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维尔·米莱，

祝贺他当选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阿根廷同为发

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两国

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

定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给两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阿友好深入人

心，不断推进中阿关系已成为两国社会

各界普遍共识。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

发展，愿同米莱当选总统一道，延续中

阿友好，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国家发展

振兴，推动中阿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

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阿根廷当选总统习近平向阿根廷当选总统
米莱致贺电米莱致贺电

本报记者 李兴发

果洛藏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地

处黄河源头，三江源核心区，是黄河的发源

地，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 7.6
万多平方公里的雪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和高寒生物

种质资源宝库，而且还是我国乃至全球维持

气候稳定的“生态源”和“气候源”。

前不久，入选“全国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这一殊荣令果洛州以坚持建设绿色、

美丽生态为目标，以低碳、环保为内涵，从天

空到大地再到河流，全域布局，全域行动的

“生态立州”战略取得的成效得到了肯定，在

保护与发展间，所蹚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共赢之道，得到了认可。

草原重现美丽图景

“这片草根扎得深、叶长得旺，看来已经

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啦！你看那山坡上面零

星还有几处土壤裸露的地方，再补种一次应

该就能全部恢复植被生长了。快五年时间

了 ，这 片 黑 土 滩 终 于 重 现 了 生 机 。”11 月 12
日，在果洛州玛沁县当洛乡赛拉龙瓦山岭的

黑土坡上，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当洛乡黑

土坡治理技术服务小组组长贡保加，带着他

的组员们顶着寒风正在对今年初夏补种的草

种进行长势普查。

赛拉龙瓦山地草场总面积约有 300 多公

顷，如今除了零星几处不大的土壤还有裸露

外，植被已经基本恢复到了十多年前的面貌，

如果不听贡保加介绍，外行人根本看不出这

里曾经有过面积多达 96公顷的黑土滩。

骑着摩托车前往草场巡视完自家牦牛的

多智，家就安在离这片正在恢复期的草场不

远处的山坡上。对于当年的场景，多智的记

忆里是这样的：“那时我二十多岁，草场先是

一小片的土露了出来，后面就连成了大片，最

后整个山坡都没有了草。”如今 41 岁的他眼里

的场景则是：漫过脚踝的草长满山坡，消失许

久的白唇鹿群成了他家的邻居，鸟鸣从日出

到日落不绝于耳……

“我们采用了多种草同比混种的技术，优

势互补减少了气候对草生长的影响，成活率

和常年生存能力得到了提高，草场修复速度

较单一草种种植提高了一倍多。”再“绘”这幅

画卷的玛沁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草原站

站长更藏介绍，新技术下草种发芽率从每平

方米 160 株，提升到了现在的 400 株，一次性

播种治理效果从 50%提高到了 90%。从黑土

滩（坡）开始治理至今，每个修复标段都有专

门的技术人员和工程监理人员蹲点，长期开

展现场监测和新技术的研发和实验，已经形

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修复流程。2022 年玛沁县

完成黑土滩（坡）治理项目及草原生态修复项

目，总面积达到 1.6 万公顷。今年还将陆续完

成人工种草 3 万多公顷，草原改良 4 万多公

顷。

不只玛沁县一处如此。果洛州参与长期

从事生态修复和保护的人员就达万人之多。

2022 年，果洛州共治理黑土滩（坡）、退化草地

改良、人工种草 10.2 万多公顷，完成国土绿化

6 万多公顷，全州草原植被覆盖度达 62.1%、森

林覆盖率达 13.5%，湿地面积保有量 81.53 万

公顷，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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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有“雪域净土、秘境果洛”之
称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它的美不只是
眼前的山绿水清，还有在冰天雪地造
就金山银山，牧民从中分享红利的幸
福之美。

在山川河流间，不光有“生态管护
员”巡护的身影，牧民自发捡垃圾，游牧

转场不丢下一袋垃圾，如今也已经成为
一种习惯。能够感受到“生态保护”已
深深刻进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的心里，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记者
走进乡村的合作社，走访产业园，无不
看到，在“坚持生态优先”这一发展理念
下，优质生态产品不断走出果洛，甚至
走向世界。在“绿色”“有机”的标签下，
牧民们分享着实实在在的红利。

出台法规和政策加强生态治理、

推进生态工程……果洛州一系列建设
生态文明高地之举，让“绿水青山”在
永续增值中，充分释放出了发展动能，
让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能够真切地领
略到，生态美、生活美、产业美的大美
景象。

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果洛州带给我们的不光是惊喜，
更多的是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齐头
并进的有效经验与成果。

本报记者 李兴发

守护你我的绿色家园守护你我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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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年保玉则。 果洛州委宣传部提供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本报记者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一

次会议精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近日进驻我省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

面 对 又 一 次 对 我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的全面检阅，全省干部群众反响热

烈，纷纷表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全力支持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工作，压实工作责任，抓好整改落实，

确保顺利完成督察任务，将以环境保

护和环保问题整改的新进展新成效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行动自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

实招和制度保障。”督察进驻动员会

上，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

长刘伟的话语，令大家倍感振奋。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是对青海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的有力推动。”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韩强表示，将以生态环保督察

为契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抓好问题整改，加快补齐影

响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推动

青海林草改革发展工作再上新台阶。

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主任王勇表示，身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者，深感这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意

义重大，这是又一次对青海生态环境

工作的全面“体检”。“我们将积极支持

配合督察，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责任，

督察组指出的问题第一时间反应、第

一时间整改，做到在边督边改工作上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成效’，持续推动

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给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环保督察，对于我们扎扎实

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

（下转第三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我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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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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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贴心心贴心””服务服务
““零距离零距离””解困解困

一心为民谋实惠一心为民谋实惠
当好群众贴心人当好群众贴心人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驻村干部风采

本报讯（记者 郭靓） 近日，记者

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近年来，省

卫生健康委围绕“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少生病”总目标，持续提升

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全省 35
种大病贫困患者实现“应治尽治”，做实

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病患者签约

履约服务实现全覆盖。

省卫生健康委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

易致贫户、突发困难户进行核实核准，落

实分类救治政策。对需要治疗干预的，及

时指导做好住院转诊服务、治疗后的用药

指导和康复管理等；对需要健康管理的，

及时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定期随

访。截至目前，从监测情况来看，全省未

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现象。青海省财政厅

每年安排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资金，支持1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和26个脱贫县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乡村医疗机构和人

员“空白点”保持动态清零，农村地区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通过 87 所省内外三级医院对口帮

扶 60 所受援医院，持续推动县级医院

综合能力提升，让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14 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纳入医疗

人才“组团式”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范围，受援医院诊疗服务能力、健

康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才队伍建

设、医院管理水平逐步加强。通过推进

包虫病防治、结核病筛查、妇幼健康服

务能力建设、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促进

与教育等工作，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和防病意识不断提高，全民关注健康、

追求健康的社会氛围日渐形成。

青海持续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青海持续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