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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靓） 日前，青海

省财政厅下达 2024 年中央重点生态保

护修复治理资金 3.60亿元，支持青藏高

原生态屏障区东部湟水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以下简

称湟水山水工程）建设。此次支持的

24 个分项目中，下达西宁市 2.36 亿元、

实施 16 个项目，下达海东市 0.88 亿元、

实 施 项 目 7 个 ，下 达 海 北 藏 族 自 治 州

0.36亿元、实施项目 1个。

省财政厅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资金

监管，督促各相关地区和部门按照项目

年度实施计划规范使用资金，加快项目

实施及资金执行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年

度工程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同时，配合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各相关地区和

部门提前开展工程建设前期谋划工作，

为全面完成项目建设打好扎实基础。

青海下达青海下达20242024年中央重点生态年中央重点生态
保护修复治理资金保护修复治理资金33..6060亿元亿元

本报乌兰察布讯 （记者 张慧慧
魏慧敏） 2 月 14 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越野滑雪公开组男子双追逐（15
公里传统技术+15 公里自由技术）比赛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滑雪

场举行，青海运动员杨啟寿、马伟、王宗

耀参加比赛。

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运动员争相

出发，一道道快如闪电、你追我赶、奋力

拼搏的身影，在蜿蜒的雪道上疾驰。青

海运动员马伟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

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全国冬季运动会，很

开心能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运动

员同场竞技，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

再接再厉，争取获得理想成绩。”

按照赛事组委会安排，“十四冬”乌

兰察布凉城赛区在 2 月 14 日至 2 月 26
日举办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单板滑雪

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 4 个项

目的比赛，青海自主培养的 17 名运动

员将在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单板滑雪

障碍追逐比赛中相继亮相。其中，8 人

取得越野滑雪决赛资格，8 人取得冬季

两项决赛资格，1 人取得单板滑雪障碍

追逐决赛资格。

近年来，青海积极响应国家冰雪运

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和“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立足省情实际

和高原特有资源禀赋，以竞技冰雪为龙

头，以全民参与为依托，2019 年独立组

建越野滑雪、冰壶和冬季两项、滑雪登

山队伍，实现了青海竞技体育冬季项目

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今年是我省首次组团参加全国冬

季运动会，凉城赛区的比赛多是耐力性

项目，对运动员体能要求比较高。目前

他们的状态良好，希望在接下来的团体

比 赛 、接 力 等 项 目 上 有 更 加 精 彩 表

现。”青海省冬季项目和户外运动管理

中心副主任马国良说。

青海青海1717名运动员参加名运动员参加
““十四冬十四冬””雪上项目决赛雪上项目决赛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2 月 15
日，青海人文纪录片《我们向上而行》在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纪 录 片 频 道

（CCTV-9）首播，并一直延续到 2 月 19
日，每天 19 时 22 分播出。该片是青海

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重点

扶持项目，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策划出

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承制。

人文纪录片《我们向上而行》共 5
集、每集 25 分钟。该片以“初心使命，

向上而行”为主题，用十组人物故事，洞

见青海发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

擘画的宏伟蓝图，讲述跃动在青海生态

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和乡村振兴

上每一个“向上而行”的身影，传递“建

设新青海、向上而行”的精神能量和榜

样力量。

青海人文纪录片
《我们向上而行》在央视首播

· 组版编辑 绽 娟 ·

社火“耍”起来
年味“浓”起来

冰天雪地冬游热冰天雪地冬游热

本报讯（记者 王臻） 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全省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青海坚持绿色长远发展，围绕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推进农牧业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

产，截至目前，全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1115个，有机草

原监测面积突破 1.5 亿亩（0.1 亿公顷），

66种农畜产品入驻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展示体验馆，乡村产业不断壮大。

持续强化主体培育，2023 年新建 1

个国家级产业园、1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和 3 个农业产业强镇，新认定

10 个省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全省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超过 1.7 万

个 和 2 万 个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达

621 个。并在 16 个大中城市及援青省

市建立青海特色农畜产品专供基地、体

验店及窗口 26 家，建成“青海馆”“茶马

互市”产业链数字化等线上交易平台，

全年输出大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

168.2亿元。

青海乡村产业不断壮大青海乡村产业不断壮大

本报记者 郑思哲 通讯员 青 组

进入冬季，一连串的工作让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牙什尕镇哇尔江村

驻村第一书记李有方无法闲下来。自

2023年 6月驻村以来，通过李有方及驻

村工作队的不断努力，哇尔江村“人居

环境脏乱差”问题得到整治，整体面貌

焕然一新。

2023 年，1 万余名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员积极投身我省乡村振兴主战

场，在宣传党的政策、建强村党组织、

推动强村富民、提高治理水平、为民办

事服务方面切实发挥作用，用自己的

辛苦指数换回群众的幸福指数。

优中选强
锻造乡村振兴“硬核”队伍

责任心强、执行力强，是我省选派

驻村干部的标准之一。为此，先后出

台《青海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

派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各级派出单

位依据选派条件和推荐申报程序进行

初审、提出人选，同级党委组织部门会

同农办和政府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部

门备案审核，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

力关、作风关、廉洁关，为高效推进驻

村 帮 扶 工 作 提 供 人 才 支 撑 和 组 织 保

障。 （下转第二版）

握好驻村握好驻村““接力棒接力棒””
跑好振兴跑好振兴““接力赛接力赛””

本报记者 魏 爽

千家万户团圆日，正是亲情浓浓

时。从“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到

长幼有序、敬老孝亲，从勤劳持家到节

俭兴家……春节期间，记者走基层、访

家庭、看家风，探寻一个个普通家庭孝

亲敬老的暖心故事。

子孙齐贺寿
相亲相爱合家欢

“你看，老爷子、老太太都 90岁了，

还精神得很。他们的子女都快 70 岁

了，也很孝顺。”家住西宁市城北区马坊

办事处马坊东社区的高志全一家是一

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对于老两口子孙

的孝顺，在社区居民中是有口皆碑。

这个幸福的大家庭由 10个小家庭

组成，年纪最大的已经 90岁，最小的只

有 5 岁，一家子上上下下加起来共有

26口人。

2 月 10 日，大年初一，一大家子分

别从河北、山东等地聚到一起，只为给

父母过 90 岁大寿，一家人吃上一顿团

圆饭。

“祝爸爸、妈妈健康长寿、福如东

海……”祝寿现场，孩子们端上生日蛋

糕，老人许下心愿，儿媳、女婿们纷纷

献上寿桃，大家共同祝福两位老人健

康长寿。有些子孙远在外地没能赶回

来 给 老 人 祝 寿 ，就 通 过 视 频 送 上 祝

福。欢聚时刻，大儿子高波讲述着幸

福大家庭纷纷抢着孝敬老人的孝老爱

亲故事，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叹时光

荏苒、岁月如梭。

这些年，高志全老两口在五个子

女的悉心照顾下，身体硬朗，生活还能

够自理。由于大儿子、四儿子居住在

外地，不能时刻陪伴在老人身边，轮流

照顾父亲的任务就落在其他三个子女

的身上，但是两个儿子逢年过节一有

空就回来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们

兄妹五人相亲相爱，用爱和真情传承

着孝老爱亲的好家风。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人都

有老去的一天，我们今天要做的，既是我

们应该做到的，同时也是为下一辈作出

了榜样和表率。”高志全的儿子高杰说。

传承好家风
家和万事兴

“全国五好家庭”、西宁市城中区

南滩街道新青社区党委书记蒋晓芸家

是一个平凡而又幸福的 6 口之家。提

起蒋晓芸，认识她的人都会流露出羡

慕的眼神，因为她不仅是居民心中暖

心的“蒋书记”，她的家庭也是亲朋好

友中有口皆碑的“模范家庭”。

和面、洗菜、切菜……2 月 12 日，

大年初三，蒋晓芸和婆婆开始了油盐

酱醋的一天。两个人开始准备家里 6
口 人 的 午 饭 ，两 人 配 合 默 契 、相 处 和

谐，空气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这个春节，蒋晓芸已经升级成为二

胎妈妈。回想六年前，蒋晓芸第一次怀

孕，“当时，公婆特地从山东老家赶来西

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每天做饭洗衣，

我觉得很过意不去，特别是婆婆忙前忙

后，还帮我倒水洗脚。那段时间，丈夫

调休从部队回家，也主动承担家务，洗

衣、擦地、做饭，照顾着一家人，这让我

心里感到了亲情的温暖。”蒋晓芸说。

“我从小受爸妈影响，对‘孝敬是

本分，与人为善、尊老爱幼是义务’这

些语训始终铭记在心。”2016 年，蒋晓

芸与孙法宝喜结连理，自此便把公婆

当亲生父母一样对待，以心换心。

“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庭和睦了，

生活才会越来越好。”蒋晓芸不光持家

有方，真心待人也是他们全家的处事

态度。孙法宝是一名转业军人，军人

的初心让他一直秉承着工作严谨、乐

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平日里，他们与

邻居们相处也十分融洽，街坊邻居哪

家有事，能帮得上忙的他们都会伸出

手来帮一把。

如今，在这个共同守望幸福的家

中，一家人用尊老爱幼、互敬互爱，展

现了新时代文明家庭的新风尚。

（下转第二版）

孝老爱亲传佳话孝老爱亲传佳话 崇德向善树新风崇德向善树新风

本报记者 李庆玲 通讯员 石延寿

“隆隆隆隆……”春耕机声打破了

乡村宁静。2 月 13 日，农历正月初四，

高原新春年味正浓。在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河沿村，当地村

民抢抓当前晴好天气，走进田间地头

开犁耕播，开启春耕生产的第一犁，拉

开青海春耕生产的序曲。

地处黄河北岸的官亭镇河沿村历

来 是 民 和 县 乃 至 青 海 春 播 最 早 的 地

方。2023 年底，虽然一场突如其来的

地震使村民家园严重受损，但春耕催

发重建家园的脚步，村民们已逐渐走

出地震的阴霾。

这天清早，河沿村村民张文才按

捺不住内心的急切，早早把播种机的

犁头插进松软的土壤中，播下了新一

年的希冀。在张文才的田地里，一家

人施肥、播种、整地，忙得热火朝天。

“我家种了 3 亩耕地（1 亩≈0.0667
公顷），这两天回家过年，刚好赶上春

耕生产。庄稼种上后，我就出去打工

挣钱，回来继续重建我们的家园。”张

文才说。

不误农时保春耕，农忙身影催生

了春暖大地后的勃勃生机。据了解，

民和县 2024 年计划春播面积 4.42 万公

顷，其中小麦 0.71 万公顷、玉米 2 万公

顷、马铃薯 0.7 万公顷，油料、蔬菜、中

药材、豆类及其他作物 1.012 万公顷，

计划推广玉米大豆套种 0.33万公顷。

据民和县农技服务中心主任邓锋

震介绍，为确保 2024 年春播工作顺利

开展，民和县及早抓好备耕生产。目

前，已调运储备各类肥料 2000 万公斤，

供应农膜 234.5 万公斤，调运储备各类

种子 291.78 万公斤，农户自留串换种

子 1358 万公斤，调运储备农药 0.6 万公

斤，不足部分正在联系调运中，可以满

足全县春播特别是受灾地区春播农资

需求。

“民和县春播生产自黄河岸边的

官 亭 镇 中 川 乡 自 南 向 北 已 经 拉 开 序

幕，为克服地震对春播造成的不利因

素，已给受灾农户免费提供各类种子

5.1 万公斤、肥料 3 万公斤，确保受灾群

众不误农事。”邓锋震说。

“快到春播时间了，正盘算着购

买化肥农资的事情，你们就给我们这

些 受 灾 的 残 疾 户 送 来 了 化 肥 、 喷 雾

器、播种机器，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春节前，在官亭镇三川文化广

场，受灾残疾人困难家庭救灾备耕农

资发放现场，领到免费农资的群众高

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春耕生产有

序开展，海东市、民和县两级残联党组

织认真落实春播备耕工作部署，积极

争取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14.25
万元，海东市残联配套 4.05 万元，把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受灾残疾人困

难家庭的心坎上。

海东市和民和县残联先后在官亭

镇三川文化中心广场、中川乡清二村

举行救灾农资发放仪式。现场，工作

人员逐人核对信息，点名发放农资，整

个发放工作有条不紊、高效有序。

“我们对官亭镇和中川乡受灾残

疾人困难家庭的劳动力开展农业实用

技能培训，并为每户免费发放 3 袋二

铵、2袋尿素、1台背负式电动喷雾器、1
台滚动式播种器，大力支持受灾残疾

人困难家庭春耕备播。”民和县残联党

组书记、理事长马孝龙介绍。

（下转第二版）

春耕春耕，，播撒重建家园的播撒重建家园的““希望希望””

发放现场。 通讯员 石延寿 摄

◀◀
二
版
二
版

◀◀
四
版
四
版

“五星级文明户”高丕玖四世同堂大家庭。 本报记者 魏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