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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条连接过去、驶向未来的船。历史的指针划过2021，恢宏的篇章定格在我们永恒的

记忆中。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青海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青海检察工作同样走过了不

平凡的一年。

一年来，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

署，忠诚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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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机关 2021 年亮点工作采撷心怀“国之大者”

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
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

领导，心怀“国之大者”，对标省委决策部署积极履行检察职

责，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

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助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挂牌成立青海省三江源地区

人民检察院，集中管辖全省跨区域环境资源类公益诉讼案

件和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制定实施意见，全力抓好省

委《关于加快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

高地的行动方案》在检察环节的贯彻落实，为青藏高原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提供公益司法保障。全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 575 件、发出检察建议 352 件，督促补植恢复

各类草地、林地、耕地 571.56公顷。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积极助推平安青海建设，努力维护青海安定祥和的大好局

面。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2608 人、起

诉 6757 人。主动融入社会治理，省检察院首次向省委报告

法律监督工作情况，主动当好党委法治“参谋”。依法追诉

惩治腐败犯罪，强化与监委的配合制约，推动形成反腐败

合力。

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惩治各类侵犯知识产

权犯罪，着力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为一体

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格局。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

系，持续推动落实最高检“三号检察建议”。严厉打击整治

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惩治了一批电

信网络犯罪分子。

以人民为中心
积极助推改善民生福祉

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自觉在保障人民权益中担当作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忠实守护者。

依法严惩涉民生犯罪。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8

人，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用药安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等犯

罪 258 人、非法集资等犯罪 174 人，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

子。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群体权益保护，批捕侵害妇

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等犯罪 418 人、起诉 634

人，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133人。

强化民生领域检察保障。深化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

回复”制度，实现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内办理过程或

结果答复率两个 100%。全面推行公开听证，组织召开听证

552 件次，听证后争议化解率 96%。司法救助实现省域全覆

盖，救助 229人 629.64万元。

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窨井盖治理，守护老百姓“脚底下”安全。会同交通运输、市

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促成省内巡游出租车安装计价

器。会同有关部门和公交企业推动落实惠残政策，规范无

障碍设施管理使用，让残障人士感受到“有爱无碍”。加强

与军政等部门配合，推动现役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优

待政策在全省得到落实。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持续推动“一号检察建议”落

实，部署开展“检爱同行、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

专项行动。与省教育厅、公安厅等 8 部门会签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细则。各级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均

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讲座 358场次。

聚焦“四大检察”
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和《中共青海省委关

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的若干措施》为抓手，努力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和

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以检察监督维护

公平正义。

刑事检察更加有力。依法监督侦查机关立案 60 件，撤

案 58 件，同比分别上升 172.7%、262.5%。对侦查活动违法提

出纠正意见 223 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99件。

民事、行政检察更为精准。共审查受理各类民事检察监

督案件 2393 件，同比上升 33.5%。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抗诉改

变率居全国检察机关第 1 位。受理各类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284件，针对行政审判活动、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 37件。

公益诉讼检察持续深化。分别与省邮政管理局、省文

物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行政部门会签协作意见，推动公

益诉讼检察深入开展。全年立案审查公益诉讼案件 1548

件，发出检察建议 819件。

推进教育整顿
队伍面貌焕然一新

这一年，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和最高检的直接领导

下，在全国教育整顿中央第十五督导组有力督导下，紧扣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主线，掀起一场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通过深入推进教育整顿，队伍面貌

焕然一新。

强化政治引领。上好政治教育“第一课”、红色传承

“初心课”、反面典型“警示课”、检察英模“思齐课”，检察干

警思想灵魂受到深刻洗礼，忠诚纯洁可靠的思想根基进一

步夯实。

认真查纠整改。深入开展顽瘴痼疾大起底、大排查、大

整治，进行涉黑涉恶案件倒查、重点案件评查、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清查、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问题案、瑕疵案。

狠抓建章立制。紧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难点堵点问

题，从补齐制度短板入手，三级检察机关共建立、完善工作

制度机制 755项，将检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扎实为民办事。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基

层解难题”实践活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事及问题

638 项。开展支持农民工讨薪“检察蓝”专项行动，支持农民

工起诉讨薪维权 352件，帮助追回欠薪 1638.4万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全省检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

导下，忠诚履职、勇毅前行，奋力推进青海检察工作高质量

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胜

利召开！

检察官出庭公诉 检察官送法进校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播撒法治阳光

公益诉讼，护航食品安全

会同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促成省
内巡游出租车安装计价器

新华社记者 张子琪

上午 11 时，冬日暖阳洒满古城西

宁。80岁的宋永清像往常一样，提上饭

盒，准时出门，前往城中区礼让街街道

七一路西社区的爱老幸福食堂取餐。

“奶奶，您来啦。”工作人员和宋永

清已是老相识，隔着老远就打招呼，

“今天有排骨汤，还有您最爱吃的鱼香

肉丝。”宋永清笑着接过餐盒，顺手递

上昨天用完的可循环利用的空餐盒。

“食堂的午餐每天不重样，四菜一汤一

份主食，市面上要卖 20 多元，这里只

要 10 元，而且低油低盐，营养均衡，一

盒刚好够我和老伴吃。”宋永清说。

“刚好”的背后，是爱老幸福食堂

中央厨房从采购、存储到制作、分餐等

各环节的“精打细算”。餐饮节约之风

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餐桌上，同样吹

进了“看不见”的后厨。“通过合理订购

食材、控制备货量、按需制作、减少加

工环节浪费等办法，最大程度上减少

了餐饮浪费。”城中区中央厨房负责人

李政阳说。

上午 8 时，记者来到中央厨房库

房。一桶油、两瓶香醋、四包食用盐……

厨师长王志平正从管理员手中领取当

日 600 多份餐食所需的配料和食材。

“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还要精细化管

理，所用食材按需采购，调料用量每天

有限定，随用随取。我们现在基本可

以做到，一天结束后，厨房没有食材剩

余。”王志平说。

“每天都会统计第二天的就餐人

数，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到

现 场 预 约 ，我 们 再 根 据 人 数 采 购 食

材。”李政阳说，厨房每周都会根据老

年人的意见调整菜谱，尽可能满足口

味。此外，运营团队还对老年人的食

量做了调研，不断调整主食和配菜的

比例来满足老人需求，基本保证每餐

不会有剩余。

据了解，自 2019年起，西宁市针对

老人的吃饭难题，开展“爱老幸福食堂”

探索：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参与方式，组

建中央厨房统一配送午餐，或利用社区

建设食堂；按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收取

午餐成本费，对困难老人、高龄老人等提

供就餐补助。目前，西宁市已建成36个

中央厨房、153个“爱老幸福食堂”及94个

助餐点，累计服务老人就餐81万人次。

（新华社西宁1月21日电）

——西宁爱老幸福食堂见闻

节约用餐不浪费节约用餐不浪费 中央厨房有实招中央厨房有实招

本报记者 王菲菲

线上买年货、云订年夜饭、网上买

农特产品、直播看带货……

近 年 来 ，互 联 网 快 速 发 展 日 益 普

及，电子商务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成为

消费者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的

消费浪潮推动下，“宅”在家里网购年货

成为置办年货的新特点，让消费者享受

到线上备年货的快乐。

“ 以 前 赶 年 集 、逛 超 市 ，到 处 都 是

人，对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是

既费力气，又累腿脚，现在能够坐在家

里网上购买年货可谓是省心省力。你

看，这是我在网上下单的蔬菜，新鲜还

便宜。”家住西宁市城北区的市民王平

刚从小区提货点取到了自己网购的食

品，开心地向记者展示。

打 开 手 机 购 物 软 件 ，大 到 家 用 电

器，小到糖果零食，各种各样的年货在

“云上”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手指滑动

屏幕，一番挑选比较后，将看好的年货

加入“购物车”，快则一两小时，慢则两

三日，充满年味的货品就能送到家门

口。

春节临近 ，青海省 2022 网上年货

节也如约而至，许多农特产品企业采取

网上接单、网上发货的方式，各大电商

平台纷纷推出各种丰富多彩的消费活

动，进一步点燃了春节消费市场的热

情。

“我们将联动平台百万优质商户，

积极调动美团优质资源，搭建‘新年消

费季，欢乐不停 GO’和‘居家嗨购 网

上过年—2022 全国网上年货节’两个活

动主会场及分会场，围绕‘吃住行游购’

多种场景，推出满减红包、年货 5 折等

多种优惠举措，引导消费者网上采买年

货。”美团业务负责人介绍到。

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春节消

费市场也逐年呈现出消费多元化的趋

势。为进一步促进消费活力、释放消费

潜力，我省在节假日期间分批、持续为青

海用户发放了涵盖餐饮、购物、旅游等领

域的消费券，各种各样的惠民“大礼包”

激活了节假日的消费市场。

趁着迎接春节气氛正浓时，记者走

进了一家路边的超市，“店铺支付能不

能使用消费券？”在得到“可以”的回复

后，前来购物的许多消费者都欣喜地在

超市挑选起了商品。

“点点手机，就能领到满减的优惠

券，真是太实惠了，跟平时付款流程一

样，点开付款二维码，系统会自动选择

剩余消费券最优使用组合，非常方便。”

家住西宁市城中区的市民刘女士正在

附近超市购物，准备结算时，她点开了

云闪付，一边操作，一边说道：“最近有

活动，刚好这里就能用到，买东西过日

子就是图个方便划算，多亏了政府的惠

民举措，我们周围的人都特别开心和满

意。”

“就快过年了，商场超市都开始打

折活动了，我这还有满 200 元减 50 元的

消费券，有了这批消费券，购物、下馆子

都很实惠。”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让市

民感受到了冬日里的温暖。

以“促内需，练内功，同发展，惠民

生”为目标，我省最大限度地促进消费

回补和潜力释放。全省商务系统突出

省市县、政银企、线上下三个联动，聚焦

省内城乡居民春节假日吃、住、行、游、

娱、购等多元消费需求，引导本地电商

企业、实体企业和快递物流企业开展满

减满赠、折扣让利、红包补贴、优惠叠加

等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激发省内消

费需求，扩大市场消费。

“我们鼓励支持电商企业培育直播

电商、消费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运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线上赋能引

流，线下体验服务，促进线上线下互补

融合，进一步释放商旅文、游乐购消费

潜力。大力开展‘线上预定、配送到家’

‘春节不打烊、年货送到家’‘冬奥有我

参与，畅享冰雪运动’等个性化服务，尽

力满足省内城乡居民多样化服务消费

需求。”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道。

——消费市场新观察②

云上购年货云上购年货 年味照样浓年味照样浓

青海日报旗下青清海电商平台主播正在直播为青海特产带货。
本报记者 芈峤 摄

（上接第一版）

重大活动展现新硕果

这一年，省外事办高质量举办重点

交流活动，圆满完成了省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明确的重点工作任务。活动的范

围、层级、密度、成果都为历年之最。

6 月 7 日，“2021 青海生态文明国

际交流合作论坛”的圆满举办，充分展

现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国方案的青

海样板、彰显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

展中国之治的青海担当，是近年来我

省规格高、规模大的一场外事活动。

10 月 12 日，“同饮一江水 共话澜

湄情”中外媒体大型采访活动在西宁

市启动，在为期 16 天的活动中，来自

国内外 30 余家媒体的记者顺澜沧江

而下，深入青海、西藏、云南等地进行

采访，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的生态安全

地位和生态环境保护成就。

10 月 16 日至 19 日，阿拉伯驻华

使节团来青围绕“民族团结 绿色发

展”主题进行考察交流。在亲眼看到

青海在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绿色发

展的巨大成就后，引发了使节们的强

烈共鸣，称“青海是一个值得各方学习

的中国范例”。

10 月 21 日至 24 日，中东欧国家

驻华使节代表团来青参加“生态青海

助力冬奥”考察交流活动，以“三江之

源与世界同行”的宽广视角，为驻华大

使、代办、外交官们立体呈现了青海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高原体

育精神。使节们评价“青海生态保护

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青海与中东

欧国家深化合作前景广阔”。

来青访问的 82 名 58 国驻华使节

和国际组织代表对大美青海生态环境

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丰硕成果赞叹不

已，对青海民族团结和谐、民族地区发

展成就高度评价，对与青海开展友好

交流、务实合作充满期待。

国际传播注入新动力

在这一年的各项活动开展中，省垣

媒体与驻青央媒同向发力、纸质传媒与

影像播报同频共振、人物专访与媒体对

话同步协调，宣传力度、广度空前，让世

人目光一次次聚焦到“大美青海”。

据统计，仅在 10 月份举办的 3 场

活动，各类媒体的报道量、转发量就达

510 多篇次，有的单篇点击量达到 500

多万次。人民日报以《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三江之源与世

界同行》等为题报道了相关活动，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青海日报、青海广播电视

台、西海都市报等都密集报道了有关

活动情况。

尤其是 10 月 22 日，央视新闻频道

播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

记者会上向中外媒体专题介绍阿拉伯

驻华使节团在青考察交流取得的丰硕

成果，着重推介“青海的发展经验对许

多阿拉伯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这

在我省对外活动中尚属首例，有力提

升了大美青海的国内美誉度和国际影

响力。

通过 2021 年我省举办的对外交

流活动，促成了 11 国与我省达成缔结

友城意向，凝聚多国驻华使节合作共

识，让青海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清

洁能源、脱贫攻坚、特色产业等成为青

海外事工作的标志性品牌，巩固扩大

了我省国际“朋友圈”，产生了良好的

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有效推动了扩

大开放和交流合作，助力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取得实质性进展。

58国82名驻华使节走进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