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消
防通道，平时不起眼，但在火灾发
生时，就是被困者得以安全逃生的
希望。生的希望，重如泰山；“生命
通道”，护佑生命，需要人人多些安
全意识，居安思危；个个多些行动
自觉，未雨绸缪。事实表明，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是畅通生命
通道、保障生命安全的重要支撑。
安全生产是一项实打实、细之又细
的日常工作。我们要高度重视生
产经营场所占用、堵塞、封闭疏散
通道和安全出口等突出问题，看得
见、管得好，不侥幸、不马虎，有力
有序有效防范风险、消除隐患，用
心用情用力保证“生命通道”畅通
无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畅通“生命通道”人人有责，要
求人人讲安全。要持续涵养安全
生产意识，让更多安全生产理念、
安全生活常识入脑入心，在牢记血
的教训中增强促安全的自觉性，在
常敲安全警钟中保持保安全的敏
感性，在化隐患于无形、灭风险于
萌芽中彰显每个个体的主观能动
性。绷紧安全弦，拧紧“安全阀”，
不是一时之需，而是一世之守。要
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记“人命
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
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
越的红线”这一谆谆告诫，广泛宣

传讲解“生命通道”相关知识，深入
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惩治占堵

“生命通道”行为，形成“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氛围，推动更
多人由被动的“要我安全”转向主
动的“我要安全”，汇聚各方力量，
守好“生命通道”。

畅通“生命通道”人人可为，要
求个个会应急。要持续开展畅通

“生命通道”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
多种活动，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基
层末梢、个体反应，着力补短板、堵
漏洞、除隐患，从源头上降低安全
风险，促使公众分享个人经验、掌
握实用技能，提升群众性应急救护
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事
故发生时如何控制局面？无法控
制时如何避险逃生？人员受伤时
如何判断施救？这些能力的获得
或成为“肌肉记忆”，都离不开应急
预案的制定和经常展开的演练。
企业特别是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
场所，要把常态化应急演练执行到
位，所有个人在演练过程中要珍惜
机会、认真对待，把应急要点、本领
关键铭记于心，确保在关键时刻能
救自己、救他人，实现人人能安全、
个个都平安，夯实全社会安全生产
根基，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良性互动作出最大贡献。

郝 炜

畅通“生命通道”
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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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晨）“按照省

直行业部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职责，青海省残联

聚焦重点任务，紧盯实用技术培训、

实施精准康复服务及无障碍设施改

造 3 项年度目标任务，扎实落实相关

工作。”6 月 11 日，青海省残联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省残联已完成 640 名

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为 1.23万人实

施精准康复服务，为 5693 人适配辅

助器具。

据 了 解 ，目 前 全 省 三 类 重 点 监

测 户 残 疾 人 4032 人 ，其 中 ，边 缘 易

致 贫 户 1964 人 、突 发 严 重 困 难 户

1183 人 、脱 贫 不 稳 定 户 885 人 。 为

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省残联积极开展

重点监测，加强易返贫致贫残疾人

数据比对分析，精准掌握纳入三类

重点监测对象范围内的残疾人困难

需求，参与做好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

网。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今

年以来，全省已为 2309 名残疾人开

展了服务。同时，积极推动建立残

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推

动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持续为

农牧区残疾人办实事、谋福祉。截

至 5 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金额

为 6255.38 万元，其中发放生活补贴

34 万人次，金额 2743.44 万元 ；发放

护理补贴35.1万人次，金额3511.94 万

元。

此外，省残联在全省各地积极开

展残疾人就业政策宣传、就业援助和

就业招聘等活动。对 2024 年度全省

开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进

行安排部署，协调省农业农村厅对符

合条件的农牧区残疾人就业机构进

行扶持，梳理全省服务残疾人就业基

地，印发《关于公布青海省残疾人职

业培训、创业孵化基地目录和职业技

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的通知》，为全

省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奠定机构保

障，进一步提高服务力度，促进残疾

人就业增收。

省残联

聚焦重点任务
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

本报记者 王十梅 辛元戎

一支素描笔，一把尺子，一张画纸，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打扰，青海大美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湟源县排灯传承

人之一的吴海成可以在画桌前待大半

天。时间流逝，随着笔尖在纸上快速滑

动，在吴海成笔下一幅颇具现代气息的

排灯设计图跃然纸上。

在湟源县排灯保护传承基地，排灯

匠人贺存玉也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从

制作排灯框架，到雕刻框架，上漆美化，

再到最后的组装，贺存玉细细打磨、慢

慢雕刻，最后在他的悉心组装下，一架

独具湟源特色的排灯逐渐成型。

排灯，也叫牌灯，它是“环海商都”

丹 噶 尔 商 贸 繁 盛 的 标 志 之 一 。 2006
年，排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湟源县也因此被命名为“中

国民间排灯艺术之乡”。

时值盛夏，漫步丹噶尔古城，我们

用脚步丈量古城的纵深，在古城数百年

的历史长卷中寻找独属于湟源排灯的

过往。进入拱海门，古城内一步一景，

东行百余米，抬头便能看见数架湟源排

灯横跨主街之上，灯箱上是“四大名著”

的部分经典内容和“二十四节气”的故

事。

老湟源人、文化学者张秉全说，湟

源排灯起源于清代中期，它的前身是商

铺为招徕夜间生意而制作的广告牌，故

而排灯也叫“牌灯”。所以，最早的湟源

排灯有着另一番模样。

虽然无缘亲眼得见清末丹噶尔商

贸繁盛时，数百架各具特色的排灯照亮

古城时的景象。但从历史的记载和遗

存中，仍能管窥一豹。

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清以来丹噶尔

民族贸易繁荣昌盛，京、津、山、陕等地

的商客及英美等国的商人相继涌入丹

噶尔，争相开设商铺和洋行，这不仅促

进了丹噶尔经济的繁荣，他们也将故乡

先进的文化艺术带到了丹噶尔。起初，

商店制作排灯，只为招徕夜间生意，让

店铺看起来更加醒目。后来随着丹噶

尔商贸日益发达，各大商号开始攀比，

牌灯样式越来越多，数量越做越多、规

模越做越大，人们只好把牌灯排起来摆

放，于是牌灯演变成了排灯，并逐渐融

入丹噶尔的年节灯展，成了年节灯会的

主角。

回想当时，每当夜幕降临，各大商

行一起点亮牌灯，整个街道灯火辉煌，

光影交织下的古城，定是美轮美奂，闻

名西北。

“初时，湟源排灯的造型根据店家

的喜好各具特色，有纱灯、宫灯、彩灯

等，后来工匠在制作排灯时大胆创新，

他们广泛吸收各地彩灯的制作原理和

优点，有机融合木工、雕刻、绘画、书法

等艺术形式，并加入湟源县各民族文化

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湟源排灯。”张

秉全说。至此，湟源排灯完成了从一件

实用灯具到艺术品的华丽蜕变。

了解了湟源排灯的历史脉络，有游

客难免心生遗憾，盛夏来丹噶尔古城游

玩，似乎错失了春节期间湟源排灯照亮

古城的流光溢彩。其实不然，因为如今

的湟源排灯有了新样态、新发展，其精

彩的呈现方式并不逊色于春节灯展。

闲暇时，吴海成就会绘制各式各样

排灯的设计图。在他的笔下，立柜式、

中堂式、屏风式、影壁式的排灯各具特

色。

从事相关产业四十余年，吴海成和

湟源县许多排灯传承者一起，对传统排

灯进行了技术革新。电、光、声等现代

技术取代了蜡烛、灯火。新型材料的使

用更环保、更轻便。悬挂式、立柜式、屏

风式、中堂式等的样式，让排灯更美观、

更实用。除了绘画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如今的排灯上又增加了堆绣、刺绣、

皮影、剪纸等艺术形式，内容上精选具

有教育意义的典故、传说和反映当地自

然风貌、文物古迹及民间故事等。

“湟源排灯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

的财富之一，这项传统非遗要发展和传

承，需得适应市场、走进生活，向着经贸

型 、民 用 型 、城 市 景 观 型 等 多 领 域 发

展。”吴海成说。现在的湟源排灯早已

从公益性、开放性的公共场所走进了千

家万户。

二百余年岁月悠悠，排灯是丹噶尔

古城商贸繁盛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如

今，湟源排灯这一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

的高原民间艺术早已趁势起航，展现出

了新的生命力。

——“走进丹噶尔古城”系列报道之四

古韵今风古韵今风，，百年排灯展新颜百年排灯展新颜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6 月 11
日，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

息，2024 年一季度，西宁市回收加工

利用废钢 34000 吨、废铜 550 吨、废铝

1200 吨、废纸 26200 吨、废塑料 5630
吨、废橡胶 5210 吨。省发展改革委

高度重视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

点城市建设，将其作为全省建立健全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的重要举措，

全力以赴推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重点城市建设。

据悉，2022 年，借全国启动开展

国家重点城市建设申报契机，省发展

改革委会同省有关单位，结合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无废城市”建设等现状

实际，合力推动西宁市积极申报国家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

经积极申报争取，西宁市被列为全国

60 个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

市之一，在全省率先启动开展重点城

市建设。

为扎实有序推进重点城市建设，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西宁市准确把握

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

设目标任务，研究编制重点城市建设

实施方案，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作要求，牵头建立工作机制，按季度

调度重点工作，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重点城市建设初见成效。其中，建成

城北区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加快

建设城西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稳步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废旧物资回收

“两网融合”，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不断

健全。在居民小区、社区设置前端便

民回收站点 10 家、投放分类回收箱

2000 余个，推动废旧物资高效便捷

回收。创新发展废旧物资“互联网+
回收”模式，研发“青海省再生资源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果 核（回 收）

App”“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信息管

理平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监控

管理平台”等平台，推动废旧物资智

能化、规范化回收。建成西宁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青海泓悦废钢材破碎

环保再利用等项目，加快推进高原地

区厨余垃圾发酵与生物处理技术集

成示范等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再生

资源加工利用水平稳步提高。扎实

开 展“ 无 废 城 市 ”“ 海 绵 城 市 ”等 建

设，助力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

设。

省发展改革委

积极推动废旧物资
循环利用体系重点城市建设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6 月 8
日，趣浪城北欢乐谷主题汽车公园正

式运营，趣浪城北欢乐谷咖啡音乐节

同时举行。这是西宁首个汽车露营公

园，也是西宁市城北区旅游新业态的

代表之作。

今年天气转暖后，很多群众选择

在昆仑大道延伸段路边露营。为进一

步改善昆仑大道延伸段周边环境，切

实解决市民户外露营停车、用水用电

不便等急难愁盼问题，为市民提供一

个更加安全、有序的休闲场地，西宁市

城北区决定在昆仑大道修建一个可供

市民户外露营的综合性服务场地。趣

浪城北欢乐谷汽车公园占地超过 5 公

顷（80 余亩），于 5 月 12 日开工建设。

公园园区划分为露营烧烤区、儿童游

乐区、大巴集市区、休闲娱乐区 4 大区

域，有 900 个停车位、450 个露营位，可

同时容纳 2000 余人、450 个家庭露营，

满足市民露营烧烤、休闲娱乐、儿童游

乐、团建聚会等需求。园内种植丁香

花墙约 9.5万株，形成人在花海游的独

特体验。

西宁首个
汽车露营公园
正式运营

本报西宁讯（记者 刘祎） 6 月

12 日，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文化旅游

宣传推介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西宁举

行，青海省旅行社协会、西宁市旅游协

会等近 200 家旅行社负责人参加此次

活动。

推介会上，宕昌县推荐官以避暑

和康养为重点，着重介绍了域内特色

资源，包括 5A 级景区官鹅沟、4A 级景

区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以及宕

昌县白水川游乐公园建设、宕昌县鹅

嫚沟金羊古寨建设等招商引资项目。

推介会还举行了官鹅沟西宁旅游形象

大使、文旅推介官签约仪式，以及两地

重点旅行社游客互送签约仪式。

据悉，自 6 月 6 日以来，宕昌县旅

游推介组来到西宁，相继走访多家文

旅单位、商会、企业，向西宁市民展示

宕昌县文化、景点、美食和旅游优惠政

策等。6 月 11 日，宕昌县旅游推介组

与西宁市旅游协会深入座谈交流，签

订合作协议，陇南市宕昌县文旅康养

产业（西宁）营销中心、红星旅行社西

宁分社成立挂牌，为后续两地旅游资

源互推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甘肃宕昌文旅
宣传推介活动
走进西宁

“生态立县”
让乌兰绿色发展底色更靓

大胆创新让湟源排灯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报记者 辛元戎 摄

6月12日，在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金子
海国家沙漠公园，蓝天、碧水、草原与沙丘共同构成一幅壮丽
的生态风景图。水鸟时而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成群结队、展
翅飞翔，时而“藏”在芦苇丛中“窃窃私语”，时而漫步湿地、悠
闲觅食……

金子海蒙语叫“阿拉腾布拉格”,意为金泉流成的海子，
呈梳形，梳背向西，梳齿向东。湖的西部和西北部为2.9万公
顷的沙漠，近湖为不规则的新月形沙丘，湖南北两岸各有百
米多宽的草带，湖的东部、东南部被万余亩2米高的芦苇所
环绕，南部6600余公顷（10万余亩）的芦苇丛和沼泽内，数不
尽的泉眼冒出清醇和晶莹的淡水。近年来，随着乌兰县生态
保护工作的持续加强，金子海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据了解，乌兰县视绿色为底色、生态为生命，坚持“生态
立县”，强化空间规划“硬约束”、严守污染防治“硬杠杠”、落
实生态修复“硬举措”，高标准筑牢生态本底，绿色乌兰底色
更靓。目前，空气优良天数达90%以上，县内森林覆盖率达
16.62%，主要河湖水质达标率100%。

本报记者 张鹏 贾泓 芈峤 摄

本报讯 （记者 芈峤 贾泓 张
鹏） 6 月 11 日，“茶卡盐湖·天空之镜”

景区，天高云淡，平静的湖面，清晰倒

映着蓝天、白云、山峦，还有拍照打卡的

人影；夜景，浩瀚的银河下，星空与湖

面融为一色，梦幻而迷离。当天记者在

景区数控中心大屏上看到，自 6月 1日

正式开园运营至 11 日，已累计接待游

客93120人次，景区即将进入旅游旺季。

据了解，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近年来持续挖掘当地丰富旅游资

源，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助推带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今年前 5个月，全县接待

游客81.5万人次，同比增长3%，实现旅

游收入3.6亿元，同比增长9%。重点景

区接待游客54.1万人次，同比增长11%。

为实现全县旅游市场推陈出新、

精准发力，乌兰县邀请专家导师开展

“文旅服务质量提升辅导、出租车与文

明旅游”培训班，督促景区对从业人员

进行培训，推动文旅服务专业化管理

水平高质量发展，增强文旅企业服务

软实力，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重点

整治民宿、乡村旅游接待点等旅游餐

饮服务区域餐饮环境监管，严厉打击

价格欺诈违法行为，严把环境卫生控

制关，全面治理餐饮卫生环境突出问

题，确保游客权益不受侵害。

为了提升旅游体验，助推“茶卡盐

湖·天空之镜”打造智慧景区项目建

设，全面汇聚沉淀景区文旅数据，打造

“文旅+”生态。同时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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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乌兰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乌兰县将紧贴高品质旅游需

求，推出特色天气气候预报，探索创新

个性化旅游气象服务，提升旅游气象

服务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打造乌兰

县旅游智慧导览，以数智化赋能新质

生产力打造，提升旅游体验和促进旅

游高质量发展。

乌 兰

1至5月旅游人数突破81.5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