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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3 月 28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近期有关工作。会议开始时，经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全体起立，向“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遇

难同胞默哀。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向东航飞行事故遇难同胞默哀向东航飞行事故遇难同胞默哀

新华社记者

具有强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迅速蔓延至我国 28 个省份。3 月份以来，本

土感染者累计突破 7 万，中高风险区一度超过 600 个……我国防疫抗疫工作面临严

峻挑战。

直面风浪，把舵领航。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部

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面对世纪疫情的跌宕反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科学之策应

对非常之难，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从严从紧——“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起病隐匿、传染性强、单日新增感染者最高超过 6000 例……狡猾的奥密克戎

变异株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

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数量相继超过 2020 年

的 18起、2021年的 30余起。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疫情演变态势，牵挂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突出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这个重点，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今年

3 月 5 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

当前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

4天后，针对在多地扩散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当前疫情发展

很快，散发面广，染疫人数大增，务必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严从紧开展防控工

作。

3 月 17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从思想

上、行动上对当前和下一步我国抗疫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周密安排。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

巨性、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

工作。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给出有力回答，

指出明确方向——

“坚持就是胜利。”

人们不禁想起两年多前的一幕：

2020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中南海怀仁堂。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 6 位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坐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表情凝重：“大年三十我夜不能寐。”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在疫情来势汹汹的危急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最强音。

两年多来，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不断演变。对于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变的是不同阶段的具体防控策略，不变的是贯穿其中的鲜明

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

“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

话语掷地有声，措施坚定不移。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没有商

量的余地。这就是大党大国领袖对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鲜明态度和义

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正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指引下，当世界其他地方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时，中国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充分

体现了我国防控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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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欣 程宦宁 贾 泓 李兴发

古老的冰川、不息的河流，滋养中华大地；江之头，生命

的乐园，彼此守护、共舞，世代千秋……3 月 25 日 22 时 30
分，在广大观众的翘首期盼中，一部反映我省三江源地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五集大型纪录片《我住江之头》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正式播出。

“真实！亲切！感动！震撼！”纪录片播出后，在我省干

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关注。大家纷纷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

观看该片，并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相关内容。一时之间，青

海三江源地区特有的生态和文明“双重”标本意义，人与自

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举措成就亮相央视的新闻，刷爆

了青海人的朋友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谈”。

《我住江之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

赋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从青海三江源地区的自

然生态环境出发，以国际化的视角，通过一个个真实、新奇、

生动的故事，展现三江源头自然风物的自然更迭，生态环境

与人类生活的紧密关联，探索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

奥义，向世人展示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

生灵境界之美。

一部不可多得的文艺精品

生命起源于水，文明诞生于江河，这些古老的山地冰

川，隐匿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滋养着三条大江和

沿江流域 6 个国家，十多亿人民，沿长江、黄河、澜沧江逆流

而上，无论是穿越整个中国还是中南半岛，最终，我们都会

来到中国的青海省境内……这里是三江之源。

《我住江之头》聚焦对于中华民族有着生态、文明双重

标本意义的三江源，较完整地揭示了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

链，并通过优美流畅的镜头，记录了三江源人与自然，尤其

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生动故事，

3 月 25 日晚，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组织干部职工认真观看了纪录片

《我住江之头》，看到精彩之处，大家不禁纷纷鼓掌。

（下转第六版）

——五集大型纪录片《我住江之头》首播引发广泛关注

““江之头江之头””的文明礼赞的文明礼赞

三江源是多个民族世居的家园，高原独特的生存和

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人文风景。细察会发现，

千百年来，有一种基因一直在传承，那就是与自然、与各

类生命打交道的智慧。本集通过多个故事深入三江源区

域各族民众的生活，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化习

俗、宗教信仰等蕴含的环保理念，反映他们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命智慧，展示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根基

和民众力量。

卓玛家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昂赛乡。这里

的牧民，衣食住行都依赖牦牛，所以牦牛不仅是宝贵的财

产，更是亲密的家人。如果牦牛遭受野兽的攻击，对牧民

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这个寒冷的冬雪天，一头待产的

母牛，成为全家人关照的中心。因为在气候严酷的三江

源，动物的繁殖率和存活率并不高，尤其在恶劣天气里出

生的幼崽，须由牧民接生并精心照养，才有机会成长。

年保玉则山下的西姆措，又名仙女湖。每到夏天，冰

川融水汇成山间溪流，草场肥美、气候凉爽，是当地牧民

传统的夏季牧场。现在天气渐暖，村民们已在筹备转场

来此度夏。曲波是年保玉则的一名生产队长，村里牧民

每年两次转场，他都要打前站，提前查看牧区的草场是否

具备条件迎接牧民们的牛羊，以确保大家按照万物生长

的法则行事。他相信这才是对牛羊最好的照拂。但经过

勘察后，曲波发现今年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晚，转场时机还

不成熟。

华桑被称作“高原武者”，生性沉稳、自律。每天早

上，无论春夏秋冬，他都会在黄河边晨练。他还有一项坚

持多年、雷打不动的行程，每个月的农历 25 号，他都要去

达日县城外的山沟里布施秃鹫。高山秃鹫是一种大型猛

禽，在青藏高原上没有天敌，它虽然生性喜爱动物的尸

体，但在腐食不足时，也会捕杀健康的猎物，所以在华桑

看来，给秃鹫提供食物，可以保护其它健康的野生动物。

曲杰尼玛的阿妈是一位《格萨尔王》史诗传唱艺人。

这个暑假，曲杰尼玛回到家乡的草原，他跟随阿妈学习说

唱，也学习对大自然的崇敬与热爱。这个暑假，天地自然

成为他的人生第二课堂。

坛城沙画是藏传佛教寺庙里的一种艺术，其制作工

序里也渗透了当地人对大自然的思考与崇敬。玛沁县的

拉加寺，是黄河源头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寺中制作的坛

城沙画种类繁多，工艺精美。眼下，僧人们就正为制作坛

城所需要的颜料，在拉加寺的护法神山上采集花卉。

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录片《《我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头》》
分集梗概分集梗概：：第四集第四集 生活生活

本报讯（记者 田得乾 通讯员 马菊香） 3 月 23 日，记

者从青海省农村公路复工复产动员会上了解到，2022 年全

省将完成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年度投资 20 亿元，新改

建普通省道和农村公路里程 1500 公里，农村公路完成危桥

改造 15 座，完成村道安全防护工程里程 150 公里，8 个乡镇

通三级及以上公路，15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为保质保量完成全年投资任务，各建设单位将按照计

划加快开工建设工作，续建项目东部农业区和环湖地区 3月

底前全面复工复产，青南牧业区在 4 月中旬全面复工复产，

并迅速掀起建设热潮。2022 年第一批计划建设项目于 5 月

份全面开工建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在确保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的同时，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升项目建设管理水

平，严格落实工程管理以及质量、安全、环保、农民工权益等

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农村公路工作再上新台阶。

今年我省将投资今年我省将投资2020亿元亿元
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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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传统产业筑起转型之路柴达木传统产业筑起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李庆玲

3 月 28 日，走进海东市乐都区杨

家水库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咕隆、咕

隆 ”“ 滋 、滋 ”“ 叮 咚 、叮 咚 ”“ 轰 隆 、轰

隆”……各种施工现场音不绝于耳，此

起彼伏的声响背后是一番热火朝天的

劳动景象。

站在施工工地入口处，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巨大的混凝土拌合设备，在

小小的操作室里，工人通过后台操作

机械，将骨料、砂子和水泥倒入搅拌机

的料斗中，再由搅拌机的提升装置将

物料送到设备处，推闸给水，按照搅拌

时间要求，不一会儿，混凝土搅拌、混

合均匀，一车车混凝土卸出，被送往各

处。

据了解，作为海东市及乐都区在

建重点水利项目，杨家水库是一座以

供水、灌溉为主的Ⅲ等中型水库，它位

于乐都区西北处，距离县城 30 多公里，

水库总库容 1617 万立方米，年总供水

2701 万立方米，水库建成后将是乐都

区最大的水库，可解决乐都城区 44.4
万人生产生活用水 2431 万立方米，解

决农业示范园区核心区 86.67 公顷大

田蔬菜、62.8 公顷温室大棚灌溉用水

128.2 万立方米，解决核心园区牲畜和

工业年供水量 142万立方米。

春来万物复苏，重大项目集中开

复工吹响了新的一年复工复产的集结

号，井然有序的施工现场背后，是海东

市乐都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

实践。

杨家水库施工单位青海省水利水

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部

长张万舜介绍，“杨家水库从 2016 年 8

月 25 日开工建设，到目前已完成大坝

趾板及基础开挖工作，土石方开挖 60
万立方米，完成趾板砼浇筑 6014.9 立

方米，完成挤压边墙砼浇筑 8524.83 立

方米，完成大坝填筑 192.54 万立方米，

大坝已填筑至 2313.00 高程（坝高 91 米

已填筑 88米）。” （下转第六版）

不负春光复工忙不负春光复工忙

本报海西讯（记者 马振东 通讯员 王得刚） 3 月 28
日上午，青海油田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举行英

雄岭页岩油项目部启动暨英页 1H 先导试验平台开钻仪式，

标志着青海油田英雄岭页岩油干柴沟区块 10 万吨先导试验

区产能建设全面启动。

据了解，此次先导试验采用 8口水平井大平台立体布井

模式，4 部钻机同时施工，分两轮实施，在同一个平台上同时

部署 8 口水平井这在青海油田的油气开发历史上尚属首

次。试验的目的就是探索并形成具有柴达木特色的页岩油

效益开发配套技术和一体化建设模式，建成青海油田首个

10万吨产能页岩油高效生产示范区。

干柴沟区块 10 万吨先导试验区将按照“一全六化”先进

理念和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模式建设，确保高效达产。技

术上采用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水平井体积压裂蓄能+控压

弹性开采”的开发方式、“纵叠平错式立体井网”的布井方式

和“密集切割+极限限流”的体积压裂工艺，“工厂化拉链式

压裂”作业，交错布缝，全面开展技术攻关，最终形成适应英

雄岭页岩油的钻井、压裂、焖井、排采等全生命周期配套技

术系列，为柴达木页岩油大规模效益开采积累技术和经验。

青海油田青海油田1010万吨页岩油万吨页岩油
先导试验区产能建设全面启动先导试验区产能建设全面启动

溢洪道隧洞段钢筋制安。 范增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