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版

第26524期

8
2024年6月3日 星期一 农历甲辰年四月廿七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3—0001 国外代号：D1226 邮发代号：55-1青海日报社出版

本报记者 贾 泓 李庆玲 牛玉娇 祁晓芳

提起海北藏族自治州，大家就会想起

一个形容词——梦幻，足见这里的美如同

梦境照进现实。

初夏的海北州还有些寒冷，但梦幻二

字依然能得到很好的诠释。行走在海北大

地，我们看到，白雪掩映的祁连松柏更显苍

翠；我们听到，仙女湾湿地上的鸟鸣声更加

清脆；我们发现，远眺普氏原羚也不是一件

难事……

如何让生态更加美好？在海北州采访

扎根在生态文明建设第一线的工作者，他

们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一”。

从一棒接着一棒地治沙到一年接着一

年地种树，从不能让一寸草地受到践踏破

坏到不能让一只野生动物受到惊扰。海北

人正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毅力，持

续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一步一个

脚印地让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成为

海北最靓丽的生态名片。

“闯过”湖畔治沙的
每一个难关

在青海湖东北岸直线距离不到 3 公里

的地方，有一片面积达 4000 公顷的沙漠绿

洲，这里就是克土沙区。站在景观台向沙

漠腹地望去，各类乔木、灌木高低错落向远

处延伸，顽强的沙棘犹如绿化勇士，在绿洲

的最前方向最后两座沙山挺进。眼前的场

景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漠。

“克土治沙的历程要追溯到 40 多年以

前。那时，这里是有名的风沙之地，不仅严

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危害青藏铁路、青

新公路、湖东旅游公路等长达 180 公里的路

段，还严重威胁着青海湖周边乃至全省的

生态安全。”海晏县草原站站长石德荣说，

为有效遏制沙漠化的扩大和蔓延，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海晏县将克土划定为完全禁

牧区，采取“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治沙模

式，开启了艰辛的治沙历程。

克土地区年均气温-0.5℃至-1.5℃，年

均 降 水 不 足 300 毫 米 ，年 蒸 发 量 可 达 到

1700 毫米左右，在这样高寒旱沙区治沙造

林谈何容易！然而，海晏县的治沙工作者

却不畏艰辛，科学治沙，大胆创新出一系列

适合高寒旱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基本形

成乔、灌、草相结合的近自然沙漠生态系

统，走出了一条成活率高、见效快的高寒旱

地区治沙造林新路子。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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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克土
沙区，我们见到这样一副对联：“蓝天碧
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
万年长。”虽然我们看不到千秋、万年后
海北的样子，但是我们却在海北“读到”
了一封时间与自然给海北的回信。

在生态文明的实践中，时间维度
仿佛被拉长了。克土沙区的治沙工
作，需要以年代为时间节点进行回

忆。海晏县草原站站长石德荣在眺望
绿洲时，会回忆自己在工作中曾经失
败过的尝试，细数那些曾经得到实践
证明的科学方法，那些在她心中不能
忘怀的经历就掩映在一片葱绿中。她
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本就是一件

长久的事情。”
在这里，自然用四十年时间给海

晏治沙人一个回信——不懈的努力终
将有所回报。海晏治沙人的智慧和汗
水、忠诚和担当、执着和奉献，成功在
青海湖北岸的风沙线上筑起了一道绿
色屏障，有效阻挡沙漠的蔓延和东移，
保障青海湖和东部农业区的国土生态
安全。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贾 泓

时间与自然的回信

本报讯（记者 莫昌伟） 5 月 29 日

至 31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刚在青海湖周边蹲点调研，并主持召

开青海湖国家公园规划体系建设专题会

和蹲点调研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正确处理好高水平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干部要

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的生动实践，有

力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让青海湖成

为大美青海“皇冠上的蓝宝石”。

三天时间里，陈刚前往环湖地区的

海南州共和县、海西州天峻县和海北州

刚察县、海晏县以及青海湖景区保护利

用管理局、省交控集团，通过实地察看、

随机抽查、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

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详细了解湿地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基层保护站点建设、刚毛藻治理、

景区景点提质升级、污水垃圾处理、特

许经营探索、旅游联农带农成效等情

况，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摆问题、现场

研究解决，并看望援青干部人才代表。

陈刚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强化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设施和

农牧业面源污染监管。提高审美能力，

加强环湖公路、乡村民宿等旅游风貌管

控。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有

组织的规范经营，让环湖群众吃上“生

态旅游饭”。用好管好生态管护员队

伍，让管护员成为发现生态环保风险的

“哨兵”。

陈刚强调，在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

的基础上，有关地区和部门共同努力，

各级干部职工团结一心、实干担当，青

海湖国家公园和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青海湖是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

缩影，要用心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对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以敬畏之心做到生态保护无上

限、旅游发展有下限，小道理服从大道

理。要用正确的思路找到发展的出路，

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研究，注重规划先

行和统筹谋划，牢记国家公园设立的初

心使命，坚持“多规合一”、坚持负面清

单管理、坚持细节决定成败、坚持统筹

考虑规划的编制与落地，不断提高规划

的实效性、可操作性和执行约束力。要

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在景区景点

建设中保持定力、精雕细琢、久久为功，

树立以质取胜的理念，正视存在的风险

问题，深入理解问题背后的底层逻辑，

找准工作方法路径，既保持只争朝夕的

紧迫，也保持谋定后动的审慎。要激发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扎实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坚定“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的信

心，形成“越干越会干、越干越能干、越

干越想干”的良性循环，以“人一之 我

十之”的精神状态加快推进各项工作，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

刘 同 德 、刘 涛 、何 录 春 参 加 ，王 大

南、朱向峰、吕刚参加相关会议和调研。

陈刚在青海湖周边蹲点调研时强调

让青海湖成为大美青海让青海湖成为大美青海
““皇冠上的蓝宝石皇冠上的蓝宝石””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重要举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青海省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和省委安排部署

上来，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紧密结合各单位实际，精心组

织实施，扎实有序推进，推动党纪学习

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化于效。

多形式促学
聚焦重点全面推进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学是基础。只有

学深学透学到位，才能搞清楚党的纪律规

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各部门各单位准确把握目标要求，

抓住学习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和

学习，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省工信厅党组通过集中学习、领学

带学等方式，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把“干部要干、思路

要清、律己要严”作为自觉追求和工作

常态。省妇联注重全覆盖分层次多形

式学习，加大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

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象的纪律培训，

同时将妇女社会组织纳入党纪学习教

育，采取巡回宣讲等方式学习《条例》，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根基。省民政厅组

织党组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干部赴青海

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

受现场廉政警示教育并重温入党誓词，

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省体育局通过领导领读领学、围绕《条

例》和足球领域腐败案件警示讨论等形式，

准确把握《条例》的基本内容、精髓要义和

规定要求，接受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

育和精神洗礼。省文联从原原本本学、逐

字逐句学《条例》入手，用正反面案例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省

科技厅通过讲授专题党课全面辅导解读

《条例》，对如何抓好贯彻落实进行了深入

剖析，通过实例讲解，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接

受一场校正言行、自警自律的淬炼洗礼。

多方法深学
知行知止固培正气

学纪是知纪的基础，明纪是守纪的

前提。

各部门各单位在“真”上下功夫，在

“严”上做文章，在“实”上用力气，着力

增强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党纪学习教育中

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下转第三版）

——青海各部门各单位有力有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凝心聚力学党纪凝心聚力学党纪
担当作为促发展担当作为促发展

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 近

日，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

悉，西宁市抢抓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契机，大力推动工

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制定印发《西

宁市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召

开全市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推进

会，明确工作重点，开展政策宣讲解读

等活动，通过工业领域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

培育西宁特色新质生产力。

西宁市全面调查摸底，掌握工业

领域现有设备和更新计划底数。重点

围绕光伏、锂电、特色化工和合金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动员县区和

园区工业企业应报尽报、应统尽统、应

改尽改、应转尽转，经全面梳理，全市

有设备更新意向的企业 220 户，拟更

新设备 28755 台套，拟更新设备计划

投资约 124.5亿元，设备更新工作计划

从 2024 年 至 2027 年 逐 年 有 序 推 进 。

围绕先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数字

化转型、节能降碳绿色化转型、安全水

平提升等四个重点支持方向，储备一

批成熟度较高、企业更新意愿强的项

目。截至目前，全市共储备项目 165
项。其中，设备更新类项目 86 项、节

能降碳类项目 39 项、数字化转型项目

21项、安全提升项目 19项。

同时，西宁市紧盯贷款需求，申报

一批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

项再贷款项目。重点围绕总投资 2000
万元以上的有明确融资意向的重点项

目，开展第一批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

的推荐申报工作。截至目前，已向上

级行业主管部门推荐申报晶科能源数

智化车间、西宁特钢 65MW 亚临界节

能降碳绿色环保综合再利用发电等项

目 18 个。围绕生产要素补贴、先进技

术引进等 10 个领域，已申报省级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387 项。围绕

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节能降耗、信息

化服务等 6个领域，已申报省级工业转

型升级专项资金项目170项。

西宁市稳步推动
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本报讯（记者 郭靓） 记者近日从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全省综合医改

工作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

验，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

理，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健全完

善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完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高质量推进健康青海建设。

今年我省进一步健全医改工作领

导体制和推进机制，着力均衡布局优质

医疗资源，改善基层基础条件。加快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和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进

度，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落实医共体内行政、人事、财务、业务、

用药、信息等统一管理机制，用足用好

帮扶力量和资源，推进省、市州、县级公

立医院临床专科体系建设，健全完善乡

村医疗卫生体系，统筹实施大学生乡村

医生专项计划，认真做好各级医疗机构

编内招聘、校园引才及州聘县用工作。

全面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落

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扎实做好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深入实施全省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提质攻

坚年行动，科学合理核定各级公立医院

和基层医疗机构绩效工资总量，完善分

配制度，提升医务人员积极性，实施好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等项目建设，

加强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和省县共建中

藏医特色专科建设。

优 化 完 善 全 民 医 保 制 度 ，扩 大

DRG/DIP 实际付费范围，统筹实施好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医保总额付费试

点，常态化组织实施药品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落实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合理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

值的诊疗、护理、手术和中藏医服务等

项目价格。

加快推进疾控改革，推进各级疾控

机构标准化建设，完成市州、县级疾控

机构与卫生监督机构整合重组，建立完

善疾控与医院之间重大疾病预防控制

协调机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疾病前期

因素的干预、重点人群健康促进。

青海多举措推动综合医改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王臻） 记者近日从

省水利厅获悉，青海始终坚持“四水四

定”原则，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立足流

域发展布局、水资源空间特点，科学推

进水资源配置，连续 10 年完成了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年度目

标任务。

全省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定实

施青海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强化柴

达木盆地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管理工作的意见》

等规范性文件，修订实施《青海省取水

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健全

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指标体系。

编制实施《青海省水网规划》，引领全省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引大济湟”工程全

线通水，设计年调水 5.26 亿立方米，为

湟水流域农业、工业、生态和城镇生活

提供供水保障；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蓄集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发电，为德令

哈市城镇和工业发展提供可靠供水保

障；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年内

可基本建成，将为保障格尔木、茫崖及

冷湖循环经济园区供水安全提供有力

保障。

同 时 ，注 重 民 生 水 利 建 设 ，建 成

2215 处集中式工程、3.36 万处分散式工

程的供水保障体系，全省自来水普及

率 、供 水 保 证 率 分 别 由 2014 年 的

55.2%、78.5%提升至目前的 83%、96.2%，

群众饮水安全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全省建成 90 处中型灌区、1071 处小型

灌区，初步形成了“蓄引提调”相结合的

灌溉供水网络配置格局，累计发展高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112.13 万 亩（7.48 万 公

顷），改 善 灌 溉 面 积 302.87 万 亩（20.19
万公顷）。

青海连续10年完成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年度目标任务 版版22见今日见今日

一场
电闪雷鸣下的
高反“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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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的海鸟。 本报记者 祁晓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