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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4 月 11
日，记者从 2024 年民生实事工程新闻

发布会获悉，今年我省继续实施老旧小

区改造、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农牧民居

住条件改善工程，在精准摸排城市危旧

房的基础上，改造 C、D 级危险住房，继

续为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

赁补贴，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据悉，今年计划实施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 2.75 万套，统筹完善小区内供排

水 、供 气 、供 电 、通 信 、消 防 等 设 施 短

板 。 为 城 镇 老 旧 小 区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100 部 ，有 效 解 决 群 众 上 、下 楼 难 问

题。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工程 4
万户，切实改善农牧民居住条件。依托

城市危旧房摸底调查系统，对照已摸排

出的城市危旧房底数，精准改造城市

（含县城）建成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C、

D级危险住房 248套。

同时，推广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一

件事一次办”事项，进一步提升住房困

难群众办事的便捷度、满意度。持续做

好公租房小区规范化管理，让困难群众

住得进、住得好。为 4579 户城镇住房

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积极解

决重点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我省计划实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75万套

本报海西讯（记者 苏烽） 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有关就业工作部署，打出“政策+举措+
行动”组合拳，持续推进构建“大就业”

工作格局，一季度，全州城镇新增就业

4285 人，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 3.2 万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30.32%、

81.08%，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制定《创建“青海e就业”工作品牌海

西州行动方案》，全力打造“就在海西”就

业品牌，以创建“青海e就业”工作品牌为

牵引，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题

主线，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

智慧信息赋能、就业服务增效、职业技能

提升、社会保障提质“四大工程”，在就

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

的相互衔接和耦合配套中持续发力。

同时，把做好用工服务保障作为促

进各类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全方位、多渠道、常态化提供用工指

导、岗位招聘、政策受理等服务，相继开

展“人社服务进万家”“互联网+用工服

务”及专场招聘和直播带岗等活动，为

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提供精准对接服务，

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一季度，全州 11
户省级重点调度企业新招员工 237 人；

在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深入

开展“春暖农民工”“就业援助月”等行

动，完成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535 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277 人，脱贫劳动

力务工就业 1706人。

此外，通过深化政企、校企和州县

联动，依托线上线下平台，开展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活动，为用工单位和城乡劳

动力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持续开展岗前

转岗、安全技能和企业新型学徒培训。

一季度，累计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活动 28场次，发布用工岗位

信息 9440 条，达成就业意向 1626 人，开

展城乡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4703 人。

海 西

持续推进构建“大就业格局”

本报讯（记者 魏爽） 4 月 9 日，记

者从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自消防

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西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各行业部门迅

速行动、全面部署，分析消防安全形势

中的不足短板，压实各方责任、推动任

务落实，构建工作机制“一盘棋”，多举

措筑牢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防护网。

行动中，各地区、各行业认真分析

研判本辖区、本系统消防安全形势和特

点，用好排查整治“连环招”，全面掌握

消防安全管理底数，加大风险隐患排查

力度，找出源头性、普遍性和突出性问

题，筛出不放心不托底的火灾高风险场

所 区 域 ，建 立 清 单 制 度 ，逐 个 对 账 销

号。聚焦电气焊、施工作业、保温材料、

电动自行车、金属夹芯板等重点领域，

围绕规划审批、生产销售、考核发证、非

法改装、违法查处等关键环节，明确应

急、建设、市场监管等行业管理归属，建

立全链条、全环节安全监管机制，联合

治理形成合力。

为汲取电动自行车火灾亡人事故

教训，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聚焦居民住

宅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电动自行

车火灾风险隐患突出区域和场所，开展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精准研判当前电

动自行车火灾风险隐患突出问题，联合

各乡镇（街道）开展各小区各楼层逐一

排查，纠治老旧小区、城乡接合部、群租

房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

“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从源头上加强

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西 宁

多举措筑牢消防安全
集中除患攻坚防护网

本报讯（记者 陈晨） 4 月 13 日，

第 39 届青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

青海省科技馆开幕，来自我省各市州

28 支代表队的 250 余名选手向大赛组

委会报到参赛。

本届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体育局、团省

委、省妇联等部门共同主办，省科技馆、

省青少年科技中心、省青少年科技辅导

员协会联合承办。青海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拥有 39 年的历史，是一项具

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的赛事活动，在我省

青少年当中有着广泛影响力。作为我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品牌活动，今年的大

赛再一次提档升级，创新增加了科技人

文展示、行业交流活动、科学家精神宣

讲等体验内容，给参赛师生提供了更加

丰富的实践平台。

经过前期选拔，本届大赛共有 98
个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22
个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

项目、22 个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项目

入围大赛终评环节，将为我省青少年带

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创盛宴”。

第39届青海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

4 月 11 日，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哈拉直沟乡党委
联合县农业科技
局、携手乡中心学
校师生，在新庄村
蒜苗种植基地以党
建带团建、党团联
盟“手牵手”方式，
举行“蔬菜栽培农
事体验”活动，充分
调动广大学生、青
少年参与科普、走
进科学的兴趣热
情，在中小学校营
造浓厚的农业科普
氛围，提高青少年
科技素养。

本报记者 陈
俊 通讯员 李有
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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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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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购买老字号牛肉干。 本报记者 罗珺 摄牛羊肉展位前大家争相品尝。

本报记者 罗 珺 顾植霞

四月，美丽的海南繁花似锦、生机

勃发，位于海口市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迎来了盛大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作为今

年六大国家级展会中首场举办的展会，

本届消博会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

好生活”为主题，71 个国家和地区超

4000个品牌参展，数量均超过前两届。

4 月 13 日中午，展会刚开幕不久，

青海展馆的各参展商已做好迎接八方

来客的准备。

“绿色有机”是青海特色农畜产品

的优势，也是吸引众多观展人员的亮

点。青海柴垦农牧品牌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展位前，工作人员支起一口大锅，

煮 上 了 来 自 高 原 的 牦 牛 肉 和 茶 卡 羊

肉。伴随着锅开，浓浓的肉香味吸引

了众多观展人员驻足。

“大家都来尝尝来自青海的牛羊

肉，大家都知道茶卡盐湖吧！这就是

来自茶卡的草膘羊，煮的时候什么调料

都不用放，煮出来的肉就很鲜美。我

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育肥羊，什么

是草膘羊……”尽管天气很热，滚烫的

肉锅旁还是挤满了人，大家一边品尝，

一边咨询牛羊肉如何售卖、该怎么烹

饪，公司总经理盛玉宁忙着一一介绍。

“哇！真好吃。”“嗯，味道果然不

一 样 ！”“ 青 海 牛 羊 肉 真 的 是 名 不 虚

传！”品尝过后，大家纷纷发出赞叹，有

的拉来同行人员一起品尝，有的走到

旁边的冰柜挑选购买。

本届消博会青海展馆面积由上届

的 150平方米增加到 200平方米，“展会

对参展企业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提升，

除了免除展位费外，今年参展企业展品

运输费用也给予全额支持。本届消博

会我们以‘推介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为

主题，从外贸出口骨干企业、中华和省

级老字号企业和农牧业龙头企业中精

选 12家企业，进行全方面推介，目的就

是利用这个国际知名展会平台宣传推

介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动青字号

产品走出去。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安

排部署，充分利用国内外客商云集的

时机，宣传推介我省绿色算力产业优

势，在展位大屏幕上播放我省绿色算力

宣传片并发放推介资料。”省商务厅对

外经贸服务中心主任王利民介绍说。

“ 我 才 知 道 国 内 还 有 淡 水 三 文

鱼。”在龙洋知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前，几家媒体采访并了解了青海

三文鱼的情况后，发出感叹。展位桌

子摆放的新鲜三文鱼引起了来往参观

者的兴趣，大家想不到在遥远的高原

还能养殖三文鱼。

“听说青海的青稞很健康，我一直

在找青稞面，这个青稞炒面用开水搅

拌就能吃，我想买一袋回去尝尝。”操

着海南口音的市民见到青稞炒面立马

停下了脚步，在一番沟通后，将展馆里

用于直播的样品买走了。

“这是青海的老酸奶吗？这个好

吃，我之前吃过，我要买一些。”乳制品

展位前，青海的牛奶和酸奶获得大家

的喜爱。此外，精美的青绣、独特的冷

凉蔬菜、香醇的青稞酒、老字号的牛肉

干等青字号特色精品，带着雪域高原

的纯朴与纯净，在“天涯海角”感受到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

——青海省参加第四届消博会见闻之一

““青海牛羊肉真的是名不虚传青海牛羊肉真的是名不虚传！！””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陈贇业） 4
月 13 日，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

湖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的“点亮火星·从冷湖启程——名家共

话冷湖无限可能”活动在上海书城福州

路店举办，导演、制片人、学者以及冷湖

奖评委代表、获奖作者等嘉宾齐聚一堂，

共话冷湖科幻文学影视广阔发展前景。

活动现场，主办方代表详细介绍

了冷湖的科技、科普、科幻 IP 及其发展

现状；冷湖奖评委与部分获奖作者为

大家带来了第六届冷湖科幻文学奖获

奖作品集《点亮火星》；《三体》电视剧

总导演杨磊宣布了由冷湖奖作品 IP 衍

生的冷湖 AI 短剧拉力赛三月赛事获奖

名单并分享了金奖作品，得到现场观

众热烈反响；《三体》作者、冷湖科幻文

学创始人刘慈欣远程对“冷湖火箭排

行榜”进行宣传并启动赛事。

据了解，创办于 2018 年的冷湖科

幻文学奖（简称冷湖奖），凭借其权威

性、专业性和受欢迎度，已快速成长为

国内科幻奖项的佼佼者，每年结集出版

的冷湖奖获奖作品集，深受广大读者喜

爱。同时，历届冷湖奖多篇获奖作品均

已进入 IP开发阶段，为影视、有声电影、

剧本杀等“科幻+”产业注入了新的活

力。冷湖奖不仅为国内科幻作者提供了

一个崭新的创作平台，也为青海省科幻

与文旅结合的产业化开辟了全新模式。

“点亮火星·从冷湖启程
——名家共话冷湖无限可能”活动在沪举行

本报海东讯（记者 牛玉娇 通讯
员 王志鹏） 4 月 10 日，记者从海东市

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了解到，自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以来，

海东市创新建立“点长吹哨、部门报到”

“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民生问题速办机

制，以“干部+党员+群众”的方式，把精

准安置、暖心服务、跟进保障做到受灾

群众心坎上，共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72 条，市级检查指导、督促解决各类

问题 106条。

据悉，在设置的 185个安置点上，建

立“市、县、乡、点”四级责任体系，市级

总点长牵头抓总、县级点长督导调度、

乡级联络协调配合、安置点点长各负其

责，上下联动开展工作。同时，受灾村党

支部、过渡安置点临时党支部通过“一

日一会商一小结、一周一研判一总结”工

作机制，推动各项工作稳妥有序开展。

针对基层群众诉求，海东市组织

6073 人次乡村党员干部，走访 28 个乡

镇、459 个村、79608 人次，深入开展受

灾群众遍访活动，解决返乡人员安置、

供电、供暖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市级

指挥部基层党建群众工作组强化督导

反馈，抓实调度反馈问题整改，通过清

单式管理、销号式督查、“回头看”式验

收督促等办法，解决群众问题。

海 东

“红色堡垒”用心用情为灾区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王
宏霞） 4 月 8 日，记者从国网青海省电

力公司获悉，为大力支持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和电化学储能发展，国网青

海电力自主建设开发了新能源及电化

学储能全流程并网管理系统，自今年

3 月起正式上线运行，省内新受理新

能源并网项目 100%线上办理，实现办

理业务“一次都不跑”“一网通办”。

该系统自 2023 年 11 月起启动开

发建设，2024 年 2 月底完成系统功能

测试并于 3 月份正式上线运行，是国

网青海电力推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区，

助力青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的又一生动实践。

据介绍，以往线下办理并网审批

业务难免会存在资料提交不全、填报

不清、纸质资料遗失等情况。该系统

上线应用后，新能源并网业务实现了

统一渠道、统一流程，各环节审批更加

规范，项目办理进度状态可实时跟踪，

客户办理业务实现“一次都不跑”，客

户体验感更好。同时，平台流程涉及

并网全过程管理，从项目方提出并网

申请到并网调试完成期间全过程服务

新能源企业。截至目前，通过该系统，

青海电网已累计受理新能源并网项目

总容量 70 万千瓦。预计年内，将新增

办理新能源并网容量近 1500万千瓦。

国网青海电力

自主建设开发
全流程并网
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