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期间

本报记者 刘 祎 张慧慧

3 月 1 日，记者走进青海天露乳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低温间

及常温间，映入眼帘的是蜿蜒密布的

输送管道和高大的生产设备，在阵阵

轰鸣声中，9 台机器正在有序运转，传

送带上运送的乳制品一瓶接着一瓶、

一箱接着一箱有序地“行走”着。

“预处理段的工作是我们最为重

要的工序，这个环节必须要确定好数

据的准确性，并把控好乳制品的质量，

每个环节都容不得一点马虎。”车间生

产总调陈永岩一边在中央控制室的大

屏上监测设备情况，一边叮嘱一旁的

工作人员。

青海天露乳业生产车间共有 183
名员工、10 条生产线，年产出 60 多种

乳 制 品 ，日 生 产 量 在 80 到 100 吨 左

右。这样高效的生产，在车间里却很

少看到操作工人的身影。“别看车间里

很安静，管道里的牛奶可是奔腾澎湃，

从原奶化验、入生产线生产到包装成

箱，全环节都是密封无菌自动化智能

生产的。”陈永岩解释，“现在整个车间

已经实现机械化操作，在中央控制室

内就可以完成各个环节的操作，减少

人工干预的环节，更有助于最大限度

地保证牛奶的品质。”

青海天露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乔彦达指着生产车间参观廊道

的公司发展史说：“天露乳业从 1954 年

成立至今，秉承着没有好奶源，天露不

开工的理念，坚持先养牛再做奶，如今

已经走过 70 个年头。”除了生产端，牧

场端数字化也早已走在前列。天露乳

业所属的乐都牧场和贵德牧场总占地

面积 20公顷，如今通过使用科学、成套

的以色列阿菲金系统设备，就可以科

学的计量牧场每一头牛的产奶量和产

奶指标，还能够精确知道它们的步数

以及健康情况。

天 露 乳 业 的 生 产 车 间 分 为 收 奶

间、前处理间、灌装间和外包间。作为

生产的最后一道程序，外包车间不同

于前三个车间的安静，这里的工人明

显增多，30 多名工作人员以及一台“机

械手”机器，正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

地将乳制品装箱打包。“有了这个机械

手，我们工作轻松了很多，这台机器一

天能装箱 33 吨，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外包车间员工胡英梅开心地说。

“我父母就是天露乳业的老员工，

所以我对天露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

一想到通过我们的努力，消费者每天

都能喝到新鲜的乳制品，我就觉得很

幸 福 。”车 间 生 产 总 调 陈 永 岩 动 情 地

说。

依 托 品 牌 积 淀 和 自 有 牧 场 的 优

势，天露巴氏鲜奶产品在青海省已占

据 90%以上市场份额。“好产品需要让

更多人看到，目前公司独立运营的吾

玛品牌乳制品以青藏高原绿色有机为

卖点，在成都、宁波、广州等地通过直

销＋会员模式，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

销售额逐年增加。”青海天露乳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彦达说，“新的

一年，将加深与内地大品牌、大渠道合

作 ，不 断 加 快 企 业 管 理 创 新 、科 技 创

新，推动公司转型升级，在服务好本地

群众的基础上，让更多人了解、喜爱来

自青藏高原的乳制品。”

数字化助力“青字号”奶业品牌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田得乾） 3 月 6 日，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与青海省妇女联合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青海省

“关注困境儿童和困难妇女 加强专项

司法救助专项行动”9 起典型案例，切

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023年来，省检察院与省妇联充分

发挥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的职能互补优

势，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事，联合开展

“关注困境儿童和困难妇女，加强专项司

法救助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因案致困妇

女儿童的救助帮扶力度，以实际行动“为

民办实事”，取得明显成效。期间，共对

236名困难妇女儿童开展多元救助，发放

救助金549.64万元。收到妇联组织移送

21件困难妇女儿童救助线索，帮助转学、

开展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316人次。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为小明

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小花母亲

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小罗申请

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小华申请刑事

被害人司法救助案、小青申请刑事被害

人司法救助案、小星申请刑事被害人司

法救助案、小美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

助案、小帅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

案、小苗申请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案。

省检察院与省妇联
发布9起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3 月 5
日，2024年铁路春运落下帷幕。期间，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加强运输

保障、落实便民举措、畅通物流运转，

共发送旅客 195.67 万人次，同比增运

87.19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4.89 万人

次 ，其 中 2 月 25 日 高 峰 日 发 送 旅 客

65254 人次，旅客发送总量、日均发送

旅客量、高峰日发送旅客量均创历史

新高。

2024 年春运，群众探亲访友、外

出旅游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流、

通勤流、务工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叠

加。青藏集团公司动态调整热门方向

列车运能，共组织加开临客 184 列，加

挂车辆 690 辆，有效满足了铁路沿线

旅客出行需求。

青藏集团公司
三项指标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3 月 5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工作落下帷幕。

期间，全省高速公路交通量为 811.03
万辆，同比增长 2.192%；保障绿通车

辆 2.91 万 辆 次 ，免 收 车 辆 通 行 费

1100.64 万元；小型客车减免 236.08 万

辆，减免通行费 4387.13 万元，同比增

长 71.48%。

春运期间，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在全省各收费站、服务区设

立“便民服务岗”，为司乘提供春运服

务信息咨询，备足便民用品、用具，持

续供应热水、方便食品等，开展便民服

务 462 场次，投入志愿服务 2060 人次，

帮助出行司乘群众解决困难办实事

1200人次。

全省收费公路
总交通量为
811.03万辆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3 月 5
日 ，为期 40 天的 2024 年春运圆满收

官。青海机场公司共保障航班 5760
架次，运送旅客 61.4万人次，同比分别

增长 2.2%、18.3%。其中，西宁曹家堡

国际机场保障航班 4608 架次，运送旅

客 52 万人次，单日高峰航班突破 132
架次、运送旅客 1.56万人次。

春运前期旅客客流主要以返乡、

探亲及旅游为主，后期主要以返岗复

工、求学出行以及商务出行为主。客

流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北京、成

都、玉树、西安、上海、重庆、杭州、郑

州、拉萨、昆明，客座率均超 79%，客流

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青海机场公司
运送旅客

61.4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董洁） 3 月 5 日，记

者从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为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夯

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事

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效防范

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省安委

会印发《青海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总体方案（2024—2026 年）》（以下

简称《方案》），全面部署全省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方案》指出，三年行动由省安委会

统筹抓推动、各市州负责抓实施、各部

门牵头抓整治，紧跟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工作进程和特点规律，常态长效抓落

实，构建“1+8+3+N”（省级一个总体方

案、8个市州和3个工业园区各一个配套

实施方案、31个行业部门治本攻坚子方

案）整治模式，深入开展“九大行动”，即

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教

育培训行动、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体系提升行动、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动

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科技支撑和工程

治理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

提升行动、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精准执法

和帮扶行动、强化全民安全素质提升行

动、强化重点领域“五查十防”整治行

动，并细化 67项重点任务。

《方案》明确，在巩固 2023专项行动

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扩能增力、排险除患、

减量控大、提效稳面，针对制约安全生产

深层次矛盾、瓶颈性堵点和根源性问题，

围绕安全生产涉及的“人员、机械设备、

法规制度、环境条件、安全管理”等要素，

扎实实施一系列治本措施，推动安全生

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达到杜绝

重大事故、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减少

一般事故、防范因自然灾害导致亡人事

故，年内全省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

下降 3%的目标。同时，明确了党委政

府、行业部门、企业（单位）、事故隐患、

重点领域、事故指标 6方面任务目标。

青海部署开展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本报讯（记者 郭靓） 提升监管服

务质效、优化审评审批流程、推动医药

企业做大做强、服务产业基地发展……

3 月 5 日，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结合

我省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出台《关于提

升药品监管效能促进我省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从 4 个方面提出 19 条措施，促

进我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涵盖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的研发、生产、流通各环节，突出

优化审批程序、简化办事流程、强化服

务理念，持续提高监管效能。

近年来，省药品监管局坚持寓服务

于监管中，将涉企许可事项全部纳入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为全

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有序、

安全、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印发《青海省

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技术指南》，引导

市场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我省

首家具备第三方药品现代物流条件的

企业通过初步验收；通过提前介入、全

程指导、优化审评审批流程及注册许可

程序，我省首个第Ⅲ类医疗器械获批落

地、全国第一家高原医用膜制氧设备和

重组胶原蛋白系列产品先后获批落地、

省内企业申报国内独家仿制化学药品

3 类新药艾塞那肽原料药及 2 种规格注

射剂产品获批，实现我省近十年新药获

批的历史性突破。

青海出台19条措施
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 3 月 5 日，

记者从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召开的 2024 年度建设项目开复工动员

部署会暨第一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

组（扩大）会上获悉，即日起，我省交通

建设项目将全面开复工，各交通建设部

门坚持“管理严格、程序严谨、合同严

密、纪律严明、现场严管”基调，抓好开

局、谋好全局，稳步推进 2024 年度交通

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省交建公司以“安全耐久、经济绿色、

传承百年、人民满意”为建设目标，统筹

项目品质与建设效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谋划部署 2024
年项目建设工作。结合2023年项目建设

实际，进一步剖析了现阶段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明确了 2024 年重

点目标，并从合同履约、服务保障、建设

进度、管理提升、深化品质、安全生产、生

态环保、廉政工作等方面对项目建设作

出具体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精益求精

匠心铸造 纵深发力 持续推进平安百年

品质工程创建”的项目建设管理要求。

目前，推动公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要

求已从原来的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省交建公司要求各参建单位

必须深刻认识交通建设项目“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内在

联系，必须增强“抓好项目、管好工程、

创建品质”的紧迫感、使命感，认真学习

和广泛借鉴行业好经验、好做法，补短

板、强弱项，抓管理、固根本，以坚实有

力的举措，狠抓项目的作风，实实在在

的成效，推动项目高质量、高水平建设。

青海交通建设项目全面开复工

本报讯（记者 魏爽） 3 月 6 日，

从省民宗委传来消息，中共青海省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青海省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决

定，依据《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命名办法》《青海省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评审命名办法》，经达标

自验、逐级申报、验收评审、公示等程

序，命名西宁市湟源县日月藏族乡、湟

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省高级人民法

院等 119 个地区和单位为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西宁市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等 40 个

单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西宁海关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等 20 个

单位为全省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示范点，进一步树立典型、激励先进，

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营造

良好氛围。

此次命名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中，示范乡镇（街道）24 个，示范村

（社区）19 个；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中，省直单位 25 个，市州 18 个；全

省 青 少 年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教 育 示 范 点

中，省属单位 3 个，市州 17 个；全省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中 ，省直单位 2
个，市州 38 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中，示

范乡镇、街道 9 个，示范村、社区 7 个，

市州单位 10个，省直单位 7个。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青海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紧围

绕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战略

部署，主动作为，开拓创新，真抓实干，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推

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涌现

出了一批主线突出、成效明显、群众认

可度高、在全省具有示范作用的典型，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力维护了

全省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

青海命名179家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示范点

在线品控员现场抽检。 天露乳业供图

3月6日，由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主办，以“凝心聚力跟党走 巾帼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庆祝互助县成
立70周年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舞蹈大赛举行，土乡各族妇女同胞欢聚一堂，展示了妇女同胞的自信和魅力。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赵琦 摄

巾帼之美“花样”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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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晨） 3 月 6 日，在

第114个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青海

省妇联、西宁市妇联、湟中区妇联、田家

寨人民政府在西宁市湟中区田家寨镇举

办 2024年“青姐姐·家和美”送法到家庭

启动仪式，进一步推动巾帼普法乡村行，

让家庭和谐之歌唱响青海高原。

启动仪式上，宣读了“青姐姐·家和

美”文明新风行动倡议，颁发“青姐姐后

援团”聘书，并向家庭代表赠送法律书

籍。为进一步促进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我省将持续推进普法宣传“八进”，开展

“清朗”“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将法

治宣传与维权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广大

妇女身边，宣传讲解法律法规知识，增

强妇女的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引导家庭倡树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

家庭观，推进移风易俗。做好常态化走

访排查工作，加强涉妇女儿童矛盾风险

研判和预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提升妇女维权服务水平，畅通妇女诉求

表达渠道，尽心尽力做好“送上门来的群

众工作”，加强“巾帼工作室”“妇联执委

工作室”建设，培养妇联“法律明白人”，

推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紧

盯妇女儿童急难愁盼问题，深化“巾帼

暖人心”系列活动，不断健全“我为妇女

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持续做好妇女

“两癌”检查和救助等民生实事，为困难

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

2024年“青姐姐·家和美”
送法到家庭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晨） 3月 4日，从

青海省残联传来好消息，2023年青海省

残疾人康复服务率、辅具适配率、农业

低收入残疾人康复服务率达到 100%，

再居全国第一。全省残疾人康复服务

率连续四年稳定在 99%以上。2023 年

每十万人口 0—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比例 56.5 人，位居全国第一，此项指标

青海省已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为全方位提升青海精准康复服务

能力和水平，省残联积极探索残疾人

精准康复服务新路径。着力推进辅助

器具免费共享，全省共建立辅助器具

共享服务站点 31 个，提前完成“十四

五”公共服务均等化辅具租赁工作任

务，全国海拔最高的辅助器具共享站

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玛央广场建

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率先推动残疾人

自助互助康复工作，实施省级群团协

同化脊髓损伤者生活运动型轮椅适配

项目，为 80 名低保困难家庭脊髓损伤

残疾人适配生活运动型轮椅。持续推

动“康复+就业”，引导脊髓损伤者考取

驾驶证，共有 48 名残疾人获得驾照，7
名残疾人获得滴滴快车驾车资格。举

办第三届脊髓损伤培训班，首次培训 5
名颈髓段损伤的残疾人，填补我省颈

髓段脊髓损伤康复训练空白。启动青

海省第一个康教融合试点，115 名残疾

儿童享受到了康教融合的新成果。

青海残疾人康复服务率再居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