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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截至 5 月

15 日，西宁市 15 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停

止使用，全市五区两县原生生活垃圾分批

有序转入新建成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

行处理，这标志着西宁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全面进入焚烧发电新阶段，在青藏高

原率先实现全域原生垃圾“零填埋”。

西宁市全力构建以“焚烧发电为主、应

急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

率先在全省建成投运日 3000 吨处理规模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按照“试点先行，

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完成主城区生活垃圾

转场焚烧处理的基础上，有序完成全市生

活垃圾转场处置工作。截至目前，焚烧发

电厂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 54.27 万吨，总发

电量达 2.82 亿千瓦时，西宁市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 97.78%，真正实现生活垃

圾全处理、再回收、再利用。同步完善生活

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扎实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提升行动和生活垃圾综合整治

专项行动，有力提升全市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

同时，西宁市通过优化主城区生活垃圾

“环卫车辆直收直运”和“垃圾中转站梯次转

运”模式，不断调整加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湟源县、湟中区的收集转运力量，农村地

区“户集村收、县区转运、焚烧处理”模式成效

初显。各县区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加强财政

投入，优化车辆及人员配置，加快垃圾中转站

升级改造等行之有效的方式，解决全市生活

垃圾处理模式转型后面临的环卫基础设施布

局不均衡、垃圾运输能力不足等困难，全面形

成生活垃圾产生到末端处理全过程的城乡一

体、全域覆盖的链条式管理体系。

西宁市在青藏高原率先实现
全域原生垃圾“零填埋”

本报讯 5月 17日上午，青海省绿

色算力招商引资座谈会在江苏省南京

市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清洁能源

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进行宣传推介，

共谋合作愿景，共话美好未来。省委

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出席并致辞。

吴晓军在致辞中说，大美青海是

生态大省、资源富省、战略要省。近

年来，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 书 记 指 引 的 方 向 奋 勇 前 行 ，立 足

“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

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迎来了生

态价值发掘期、转型发展机遇期、开

放合作提升期，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

出坚实步伐，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

展时期。特别是依托清洁能源丰沛、

气候干燥冷凉洁净等禀赋优势，抢抓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深

度融入“东数西算”国家布局和全国

一体化算力网，深化对口援青、东西

部协作和数据援青，举全省之力打造

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绿色算力产业

基地，努力变“绿电”为“绿算”、变电

缆为光缆、变“瓦特”为“比特”，推动

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融合创新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

发展新动能、开辟发展新赛道。热忱

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进一步了解青

海、兴业青海，在发展绿色算力、推动

绿电供给、强化科技创新、拓展融合

应用上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保

护高原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绘就美好未来。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青

海省情宣传片，省数据局负责同志介

绍了青海绿色算力发展情况，海东市

政 府 、江 苏 省 相 关 企 业 代 表 作 了 发

言。集中签约一批合作项目，总投资

超 180亿元。

刘超主持，才让太、乌拉孜别克·

热苏力汗出席。省直有关部门、相关

市州、各工业园区、驻青基础电信企

业和江苏省数据局负责人，来自江苏

和北京、上海、浙江等 12 个省（市）的

117家企业、相关机构负责人参加。

吴晓军出席并致辞

青海省绿色算力青海省绿色算力
招商引资座谈会在南京召开招商引资座谈会在南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5 月 18
日，“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

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

刘奇凡为亚洲足球先生、原国家足球

队队长范志毅颁发“大美青海·高原

足球”超级联赛推广大使聘书并宣布

开幕，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

东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才让太致

辞。省领导刘美频、刘同德、王绚和

原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辽宁省足球发

展促进会名誉会长李应发出席。

才让太在致辞中表示，举办“大美

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是省委省政

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创新体制机制、整合资源要素、优化

产业模式、开辟发展路径、实现产业提

质的有益尝试，是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建设产业“四地”，推进农体文旅商“五

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

“青超”联赛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臻

品、游大美青海”为主题，旨在通过“品

牌足球赛事＋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特

色文旅产品展示＋特色文艺节目展

演＋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的方式，全方

位、多场景、高频度展示青海高原独特

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特色产品，以

“小足球”带动“大产业”，加快培育新质

生产力，进一步推动全省农牧业发展、

农牧民增收、农牧区振兴。联赛从5月

开始到 10月结束，历时 6个月，这段时

间是全省经济社会最活跃的时期，也是

青海景色最美的季节，希望各参赛队不

负春光，在绿茵场上尽情施展竞技水

平，相互交流、收获友谊。希望各地区

不负使命，全力做好特色农畜产品展示

推介，不断提升“青字号”农畜产品的影

响力、美誉度。希望新闻媒体不负重

托，充分利用“报、台、网、微、屏”进行立

体式、交互式宣传，向世人展示大美青

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人文之美。

开幕活动前，省领导及嘉宾还一

同 参 观 了 农 畜 产 品 、西 宁 市 特 色 美

食、非遗等展区。据悉，“青超”联赛

首次采取主客场双循环积分赛制，每

一轮 4 场比赛在双休日进行，共 14 轮

56 场比赛，每个参赛队有 7 个主场 7
个客场比赛。

“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本报记者 尹耀增

“用量尺对齐量好，画出直线，

小心割开。”“你们两个拿好，照我的

样子做。”

5月 13日，记者来到海北藏族自

治州海晏县西海镇“嘉福苍”手工皮

艺工作室，手工皮艺省级非遗项目州

级代表性传承人万德正在指导学徒

从整张牛皮上切割需要的材料。

“今天，我们来做个藏族传统的

物件：马靽。你们注意看，认真学。”

万德坐在轮椅上，对两个徒弟说。

两个徒弟认真地点点头。

万德神情专注，用传统的割刀，

很熟练地切下来一条长约 50 厘米、

宽约 6厘米的熟牛皮，用木槌进行敲

打，一直打到牛皮变软，然后再用割

刀割出几条更细的长条，用牛角把这

些细条从上到下缠绕着穿在一起，就

像编辫子那样。编好之后，再把磨制

好的小牛角拴在上面，叫做靽扣。

“以前牧民放马的时候，会用毛

绳、皮绳把马的两个前蹄和一个后

蹄靽住，为了能让马在周围吃草，又

能随时抓住，所以就发明了这个‘三

脚靽’”。万德耐心地向徒弟介绍马

靽的来历。

62岁的万德作为“嘉福苍”手工

皮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对自己的工

作充满了热爱。说起手工皮艺学习

制作的经历，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12 岁时，因为从马上掉下来摔

断了腿，万德在当藏医的舅爷家休

养，也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皮雕技

艺。而那时的他从未想过皮雕会成

为他后半生的“事业”。

42 岁那年，万德因为意外导致

双腿瘫痪，从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

突然变成了残疾人，巨大的心理落

差让他变得非常沮丧。在家人、朋

友和残疾病友的关心和鼓励下，万

德重新振作起来，2009 年，他重新拾

起从小喜欢的皮雕手艺。

“嘉福苍”手工皮艺是嘉福苍家

族几代传承人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发

挥聪明才智，逐渐形成的具有藏族

游牧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皮具制作

技艺，产品推崇绝对真皮和传统手

工的严谨与完美融合，到万德这一

辈是第四代。

“我舅爷出生在达玉部落一个

藏医和手工皮具制作世家，他不仅

是远近闻名的藏医，更是精通皮雕

的手工艺人。12 岁那年，舅爷偶尔

让我用一根麝牙帮他压已在牛皮上

割好的各种图案的刀线印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那些刀线印是动物和

花草的轮廓线。”

舅爷发现万德对这门手艺兴趣

大、有悟性，于是决定将这门皮雕手

艺毫无保留的传给他。在舅爷的亲

授下，万德很快就能够独立完成割

线、压擦、缝制等工序，慢慢又学会

了祖传的“乳鞣革”加工技术以及后

期处理的方法。

（下转第四版）

——“非遗在青海”系列报道之四

匠心守护百年传统手工皮艺匠心守护百年传统手工皮艺

本报记者 倪晓颖

到青海湖欣赏波光粼粼、碧波荡漾；去玉树体验藏族风

情、人文魅力；在祁连山纵览山川胜景、林木鸟兽……今天的

青海，不仅有“绿色”“生态”等亮眼标签，还有畅通的道路、完

善的设施、周到的服务。近年来，青海在“引客入青”、丰富业

态、擦亮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文旅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消费

热、活力足。今年“五一”假期，青海省接待游客 312.5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6%和 13.8%，分别

是 2019年的 1.76倍和 1.2倍。

强基础 旅游品质不断提升

洒水车往返于道路之间，各类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全速运

转……5 月 16 日，青海湖旅游专用公路（I 期）工程项目建设现

场施工紧张有序推进。

“青海湖旅游专用公路（Ⅰ期）全长 121.3 公里，是在既有

老路的基础上按一级公路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 60 公里，倒

淌河至二郎剑段将于今年 5 月 31 日交工验收。项目的实施对

改善青海湖景区和周边交通路网布局，提升游客和沿线群众

交通出行条件，助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

具有重要意义。”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青海湖旅游专

用公路（Ⅰ期）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赵青彪说。

这仅是青海省强基础、优服务、提品质，多维度发展“旅

游+”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年底，全省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 8.94 万公里，实现 84%的 A 级景区通达二级及以上

公路，全部 5A 级景区高速（含一级）公路通达，全部 4A 级景区

通达二级及以上等级公路，有效提高了景区通达性和便捷性。

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围绕全省“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

展新格局，计划构建以西宁为中心，以串联青海重要旅游资源

为环线，以东行河湟、热贡艺术、黄河揽胜、唐蕃古道、西望昆

仑、丝路南线、祁连牧歌等七大主题廊道为脉络的旅游公路网。

“目前，全省所有县城均建立二级及以上或与需求相适应

的三级客运站，省、市际旅游客运包车业务进一步加强，以旅

游客运包车为主，定制服务、客运班线和城乡公交为辅，融合

发展、优势互补、覆盖景点的多种形式交通旅游客运服务体系

逐步健全。”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芳涛说。

青海还立足全省 8 个市州资源禀赋，打造以“八瓣格桑”

为 LOGO 的服务区 IP 品牌“合和大集”，加快推进“服务区+文

旅”发展，将花海服务区、河南泽曲服务区建设成为集青海地

域文化、特色美食、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等元素为一体的交旅

融合服务区。

只有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品质，补齐旅游发

展短板，提质增效，才能把景区变为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此，青海努力的脚步从未停歇。

优服务 游客体验感持续增强

春回大地，青海湖以盎然生机迎接“五一”小长假，7.27 万

人次游客踏青而来，同比增长 2.5%，见证了一场高原春日的盛

大约会。

旅游旺季如期而至，青海湖景区业态全面开放并全力提

升服务水平，推出二郎剑半岛深度游、半岛全景游和湖心观光

游等精品游玩线路产品，观光小火车、游轮、快艇、马车载客观

光等体验项目全面运营。同时，青海特色小吃“大食巷”开业

运营，为游客提供丰富高质的美食。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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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靓） 5
月 17 日，记者从青海省财政厅

获悉，按照财政部、住建部新修

订的《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我

省 2023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绩

效结果为优秀，获得中央财政

奖励资金 2.73 亿元。近期，财

政部、住建部下达我省 2024 年

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

金 4.31 亿元（含 2.73 亿元新增

奖 励 资 金 ），较 上 年 增 长

43.2%。

为加快完善全省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切实改善人民群众

居住环境，省财政厅会同青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精准谋划

项目，加强项目实施调度和绩

效目标动态监控。今年，我省

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27521
户 、 建 设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1322 套、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4579 户 、建 设 棚 户 区（城 市 危

旧房）改造住房 248 套。目前，

省财政厅已与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依据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分配

方案，并报财政部备案，待批

复后及时将补助资金下达相关

市县。

省财政厅还将依托“直达

资金监控平台”，对保障性安居

工程专项补助资金的支付、流

向、使用等情况全程实时动态

监控，并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

财 政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的 报 告 制

度，督促市州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

按照工作（工程）进度及时拨付

资金，保障全省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顺利进行，持续改

善住房困难群众居住条件，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青海获中央财政
保障性安居工程

奖励资金
2.73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郭靓） 5月 17日，记

者从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获悉，为持续深化

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省卫生健康

委联合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等9部门制定印发《青海省全面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医

共体运行管理机制全面形成，县域服务能

力明显提升。到2030年全面建成体系完

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协作密切、运行

高效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

我省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实施方案》明确县政府是医共体建

设的责任主体。各县要组建由政府、机构

编制、发展改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

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医保、药监等部门及

乡镇、街道和医共体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的

医共体建设推进机制。厘清医共体建设权

责利关系，制订完善政府办医、医共体内部

运行管理、外部治理三张权责清单。明确

医共体内推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允许医

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

平，运行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

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

《实施方案》强调加强医共体与城市

医院的合作。城市医院对医共体派出至

少 3名以上专家给予医疗、护理、管理等

常年驻守指导。推动医共体牵头医院将

“人员、技术、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提升医共体服务能力和管理

水平。加强医共体内信息化建设，建立

县域内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消

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探索将疾病预

防控制、妇幼保健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列入医共体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其业务

优势，有针对性地补齐基层短板，推动“以

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开展县医院综

合能力提升行动、“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和中藏医馆建设等提升县级医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制定县乡村三级疾病

诊疗目录，完善转诊病种及管理办法。结

合县域常见病、多发病加强教育阵地和健

康教育队伍建设，引导辖区居民养成规范

就医和用药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青海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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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德指导徒弟制作产品。 本报记者 尹耀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