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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延平

2020 年，荣获“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称号

2022 年，荣获第 26 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

2023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2024 年，荣获青海第一季度敬业

奉献“青海好人”称号

……

这位集诸多荣誉于一身的“火焰

蓝”叫玛尼坚，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

路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班班长、三级

消防长。

2006 年，玛尼坚成为青海省消防

总队的一名消防战士，至今他仍清楚

地记得第一次出火警时的情景：西宁

市柴达木路一座二楼民房意外起火，

火势虽然不大，可因房屋是居民自建

房，设计不规范，给灭火救援造成了困

难。到达现场后，玛尼坚迅速和战友

抱着高压水枪冲进火场，那时，汹涌的

火焰已经从灶台窜到屋顶，厨房内浓

烟滚滚。

按照操作规范，玛尼坚要协助战

友灭火，当战友抄起高压水枪向起火

点“扫射”时，一根居民私接的电线突

然冒出火花，巨大的爆炸声吓得玛尼

坚浑身一哆嗦。这一刻玛尼坚真正意

识到了消防工作的危险性，他随时随

地都有可能与死神照面。

第一次出火警的玛尼坚深刻认识

到基本功的重要性，并暗下决心：练好

本事，提升自己。

自此，玛尼坚每天训练完主动给

自己加压，多做 400 个仰卧起坐、400
个俯卧撑、100 个引体向上、200 次推

举杠铃……为了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

消防员，玛尼坚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

到基本功训练中，训练时的磕磕碰碰

让他的身上总是新伤摞旧伤。

当问到玛尼坚为什么这么拼时，

他坚定地说：“消防救援关系到大家的

生命财产安全，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

才能保障每一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让玛尼坚印象最为深刻的救援任

务是 2020 年 1 月西宁市南大街公交车

站地面塌陷事故。

事故发生时，玛尼坚正在互助土

族自治县参加集训，接到增援命令后，

与一同参加集训任务的战友紧急集合

返回西宁。

“到现场一看，情况比想象的复杂

许多，除了电缆之外地坑中的一根自

来水管也在塌陷中损坏了，自来水顺

着水管破损处流淌。”地坑一面呈慢坡

状，一面则是陡峭的土壁，玛尼坚和战

友下到坑底时，陡壁上的虚土还在不

断掉落，情况十分危险。玛尼坚俯下

身子，努力寻找幸存者的蛛丝马迹。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代表着希望。“快

一点，再快一点！”玛尼坚为自己暗暗

鼓劲，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后救援结

束，而玛尼坚整整病了一个星期。

每一次“逆行”，对玛尼坚来说都

是一次磨炼和成长。“在一次次任务后

总结，在一次次学习中提升。救援需

要游泳，不会就努力学习；新能源、电

动车等方面的新型灾害频出，那就学

习掌握新技能。”在玛尼坚看来，消防

员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救援本领，才能

适应当前的救援环境完成救援任务。

一年夏天，西宁市城西区一名女

子因为家庭纠纷，带着儿女在湟水河

轻生。玛尼坚和战友接警后赶到现

场，当时母子三人已经在湟水河浅滩

处泡了半个多小时，玛尼坚腰上系着

保险绳，慢慢地向母子三人靠近。湟

水河水流湍急，巨大的冲击力让玛尼

坚直打趔趄，好不容易扑腾着来到母

子三人身边，一把将他们揽在怀里。

母子三人得救了，玛尼坚也有了

新想法：一定要学会游泳。

“刚学游泳的时候，见水就害怕，

两条腿根本不听使唤。”玛尼坚深知想

要学会游泳首先要克服恐惧心理，他

心一横，一头扎进游泳池里，呛了几次

水，摸索出练习呼吸的“秘诀”，终于学

会了游泳。

玛尼坚的柜子里，摆放着不少与

消防救援有关的书籍，《应急救援装

备》《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技术》《绳

索救援技术》……正是有了不断地学

习、不停地充电，才让玛尼坚有足够的

勇气和能力应对每一次挑战，也让他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中总结出了一

套属于自己的消防救援理念。

“这次学习机会十分宝贵，对我个

人修养、文化素养、业务技能的提升都

有很大帮助。”正在北京进修的玛尼坚

说。

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已经整整 18
年的玛尼坚，依然不忘初心，将群众的

安危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记2024年第一季度“青海好人”玛尼坚

一名藏族小伙的十八载一名藏族小伙的十八载““逆行逆行””

正在执行任务。 本人供图

本报西宁讯 （记者 张慧慧 通讯
员 王志强） 5 月 20 日至 27 日，西宁市

委组织部、西宁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举办

西宁市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专

业训练营。

训练营以“专家授课+现场调研+专

题研讨”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邀请省委

党校、青海大学、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以及盐湖龙头企业的 14 位资深专家授

课，并围绕盐湖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协

同、人才协作、盐湖科普及文旅产业发展

等 5 个方面形成课题报告，为推动西宁

—海西盐湖产业发展同题共答，夯实世

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建设人才基础提

供了参考借鉴。

今年来，西宁市有力有序推进世界

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建设，并作为“每月

一地”调度事项高位推动任务落实，印发

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建设方案，建

立协调联动机制，制定项目联合审查审

批等 4 项制度。梳理重点目标、重点项

目、重点事项“三张清单”，将创新基地建

设任务纳入各县区、园区创新型城市考

核指标，统筹推进创新基地建设任务落

实。落实西宁市与青海盐湖所合作协

议，与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

府建立长期稳定战略科技合作关系，共

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承接。完成西宁

市盐湖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研究，绘制

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地图。围绕锂、镁、

钠、硼、钾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谋

划重点项目，梳理 69 家企业和 8 项对接

清单，完成 20 个锂、镁、钾、钠、硼资源精

深加工重点招商项目现状分析、投资估

算等前期工作。实施盐湖领域省级科技

项目 31 项，获得专项资金 2230 万元。安

排市级科技专项经费 620 万元，支持盐

湖领域 9 个创新平台和科技研发项目。

全面推进“市所”合作协议，建立人才工

作专班，加强人才互派交流。

西宁市着力建设
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基地

本报海东讯 （记者 牛玉娇 通讯
员 贾丽娜） 5 月 30 日，记者从海东市商

务局获悉，今年 1 月至 4 月，海东市共完

成 外 贸 进 出 口 额 1.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外贸进口额和出口额增速均创历

史新高。

据了解，海东市把扩大外贸进出口

作为商务领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构

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切

入点和着重点，立足海东实际，多举措多

维度全力推动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坚

持培育生产型外贸企业，在加强企业调

研，全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鼓

励、支持涉进出口生产型企业自主开展

进出口业务。先后引导青海濮耐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海东泰讯智能通讯科技有

限公司、青海阿美服饰文化有限公司、青

海广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生产企

业自主出口产品，为持续扩大海东市产

品出口夯实了基础。2023 年，海东市生

产型外贸企业达 11 家，较 2020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生产型企业完成进出口额

1.45 亿 元 ，较 2020 年 提 高 了 34 个 百 分

点，2023 年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 3.89 亿

元，同比增长 37.4%。

在此基础上，海东市加大对市属外

贸企业的扶持力度，通过项目申报、落实

补助资金等方式及时帮助外贸企业解决

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不断提

高外贸企业的发展能力。同时，立足浙

江义乌青海商会海东籍企业家人数众多

的优势，积极加强与商会及会员企业的

联系与沟通，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商会企

业家回乡创业，先后引进 11 家企业在海

东注册成立外贸公司。2023 年，义乌青

海商会入驻海东企业完成进出口额 1.57
亿 元 ，占 海 东 市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40.7%。

其中，海东市海拉特科技有限公司在海

东工业园区建设厂房及电子遥控板生产

线，实现了从义乌青海商会会员企业到

入驻海东的生产型外贸企业的转变，为

更多的义乌青海商会会员企业回乡创业

带了好头。

海东外贸进出口额增速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芈峤 王菲菲） 6 月

1 日，由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在天空之镜遇见中国红”茶卡盐湖开园

仪式暨夏日艺术季活动在茶卡盐湖景区

如期举行。此次活动以“在天空之镜遇

见中国红”为主题，围绕茶卡盐湖的生

态、历史、人文，开展多种活动，展示茶卡

盐湖独特魅力。此活动的举行，是茶卡

盐湖积极打造青海旅游最美名片，积极

融入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又一生

动实践。

据悉，截至 6 月 1 日，西部矿业集团

投资 3 亿元提档升级茶卡盐湖景区项目

已全部完成。项目包括小火车轨道环线

游览，新建 6 大主题火车站点，在火车站

点加装人行天桥，安装电动升降设施；新

增装配式环保卫生间，对原有固定式卫

生间进行智慧化提升改造，在各站点设

置吸氧站，新增遮阳避雨设施。新增智

能导览系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丰富

的导览服务，同时，游览全程加强了网络

信号覆盖，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数字化体

验空间。

茶卡盐湖相关负责人介绍，茶卡盐

湖景区轨道小火车由原来 13 列增加至

18 列，旅游旺季的发车时间，由 5 分钟压

缩至 3 分钟每趟。另外，增设 27 处以盐

湖历史、民俗文化、盐雕体验为主题的拍

摄道具等，使游客游览体验更加丰富。

近年来，西部矿业集团加大多领域

融合发展，特别在旅游板块，全力推动旅

游强国建设，助力青海省打造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让高原地区生态旅游实现

跨越式发展，让青海盐文化“撒播”世界，

让一业兴带动百业旺，让旅游成为青海

的幸福产业。

“在天空之镜遇见中国红”
茶卡盐湖开园仪式举行

曲麻莱成群牦牛似珍珠

五月底，来到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草场上的冰雪还未完全融化，体格
健硕的牦牛群格外吸引人，它们就像一颗颗黑珍珠散落在牧场，时而奔跑嬉戏，
时而安静食草，牧民拿着牛鞭骑着摩托车，在草原上驰骋放牧。

近年来，曲麻莱县坚持将牦牛资源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
生产作为主攻方向，注重繁育基地设施建设、种源资源遗传保护、优质良种串换
推广，建立起牦牛产业联盟，在县域推进牦牛产业技术服务中心、饲草种植基
地、青储饲料加工基地、良种繁育基地、高效养殖基地、活畜交易市场、屠宰加工
车间、有机肥加工“八大工程”建设，加快科学养殖技术推广，助力生态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图为航拍视野下成群的牦牛。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本报记者 栾雨嘉

五月正是桑葚成熟时。近日，记

者走进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

镇直岗拉卡村现代农业科技核心示范

园内的桑葚采摘基地，只见成熟的桑

葚变得乌紫油亮，半掩在绿叶间，散发

着阵阵清新的浆果香气。一串串鲜

红、乌黑的桑葚缀满枝头，一根根枝条

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放眼望

去，满园丰收景象甚是喜人。

自 4 月份开园以来，原本寂静的

小乡村，却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加

之“五一”人们游园的热潮还未消散退

却，慕名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桑树之间，

一边采摘新鲜桑葚品尝美味，一边欣

赏田园风光，不时拍照留念，享受悠闲

惬意的农家时光。

“你家这桑葚咋卖啊？昨日的一

场小雨让这桑葚看起来水灵灵的！”来

自西宁市的游客虞洁兴致盎然，只见

她一手摘着桑葚一手拿着手机拍视

频，随手摘几颗放进嘴里，手指、嘴唇

瞬间就被染成了紫黑色，可以见得这

桑葚汁水的饱满。

“妹儿，桑葚一公斤 60 元！我们

这桑葚不用化肥，全部施有机肥，您多

摘几个尝尝，咱家桑葚保甜，不甜不要

钱！”示范园负责人赵永珍一边乐呵呵

地招揽生意，一边赶紧将一个红色的

采摘小篮递给游客。

在青海农区，记者看到梨子、桃

子、草莓、葡萄、圣女果等倒稀松平常、

寻常可见种植，桑葚却还是头回见到。

“别的水果比较常见，咱们再种没

什么竞争力和吸引力，就想种点与众

不同的。正是桑葚这种‘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的稀缺性与独特性，使种植桑

葚极具发展潜力。”颇有经商头脑的赵

永珍开过饭馆、经营过坎布拉景区，这

一路的经历培养了她的独特眼光。

赵永珍上网查阅资料后得知甘肃

红古区种植桑葚比较成功，而当地气

候条件又和尖扎地区相仿，尖扎海拔

1900 米，临近黄河，甚至气候条件比

红谷地区还要优良，或许成功的种植

经验可以在尖扎复制。随后，她聘请

当地土生土长的“土专家”赵天录担任

技术员，从甘肃引进了黑珍珠、红果 2
号等桑葚品种，让它在尖扎地区安家

落户、开枝散叶。

每天查看棚内湿度、温度以及桑

葚生长状况后，园区技术工人赵天录

骑着管护车回到房屋，迎面而来的微

风驱散了夏日的溽热和忙碌的疲劳。

赵天录用毛巾蘸蘸水，边擦脸颊的汗

水边说：“‘黑珍珠’外形似珍珠形状，

果实个头大，适应北方地区种植。那

个叫白里透红，美名曰‘红蜻蜓’。桑

树属于乔木，耐旱比较好打理。尖扎

气候比甘肃红古区热，春暖时节桑葚

提前发芽，秋天则推迟凋零，桑葚生长

期长，光照时间长，储存养分多，它营

养充足，长得更好！”

桑葚中还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

维生素、氨基酸等成分，营养价值较

高 。 目 前 ，大 棚 可 收 货 1000 公 斤 桑

葚，产生效益 6万元。

尖扎县素有“百里万亩蔬果之乡”

美称，直岗拉卡现代农业示范园是尖

扎县 16 个“菜篮子”果蔬生产基地之

一。

依 托 良 好 的 生 态 和 特 色 产 业 优

势，近年来，尖扎县坎布拉镇坚持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果蔬采摘、观光旅游等产业，盘活了农

村土地资源。如今，在这个有一百五

十多栋日光温室的园区内，种植的辣

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以及葡萄、木

瓜、无花果等果品既丰盛了人们一年

四季的餐桌，又满足了舌尖的味蕾。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辐射带动了当地

农户灵活就业，特色产业成为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

桑葚果期可达一个月，每到立夏

后桑葚采摘时，都需要大量人手，为周

边群众提供了浇水、施肥、采摘等就业

岗位，在园区打工的赵玉莲就是其中

一位。“来这务工，离家近，方便照顾小

孩，一个月收入不低，我心里很高兴。”

桑葚种植给农户经济收入带来改

变，赵永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于

基地未来发展，赵永珍说，目前基地桑

葚都是以鲜果形式销售，桑葚可以酿

酒、入药、制作果酱，桑根、桑叶也具有

药用、保健价值，延伸产业链大有可

为。随着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提升，园

区会考虑冷藏存储和精深加工，提升

农产品附加值，让每一棵树、每一斤果

都创造最大价值，着力提高产业发展

质量和经济效应，带动更多乡亲踏上

致富路，共同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桑葚挂枝头桑葚挂枝头

维护救援装备。

赵永珍和游客一同采摘桑葚。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