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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千伏博东线 24 号塔巡视工

作 已 完 成 ，运 行 状 况 良 好 。”3 月 28

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

工作人员赵柏然、董海军对容易发生

山火地段的输电线路进行特巡，全力

做好春季电力设施防山火工作。

据西宁市气象台预报，今年春季

全市气温偏高，大风天气频繁，逐渐

进入山林防火的重要时期，输配电线

路通道内发生火灾隐患的危险性随

之增大，防火形势严峻。对此，该公

司高度重视，提前谋划，统一部署，采

取“打防结合，内外联动”的方式，按

照“ 片 、段 、点 ”分 层 落 实 责 任 ，强 化

防山火隐患排查。在公司内部成立

防山火线路督查巡视小组，组内交叉

巡查重点线路，加强巡视力度，增加

巡视频次，对防山火重点区域采取专

人蹲守，做到巡检“双保险”。以基层

供 电 所 为 单 位 ，成 立 预 防 山 火 护 线

班，采取分片区包干制，将防火工作

落实到每一条线路，杜绝线路防护区

及附近范围内的人为放火烧荒行为，

避 免 山 火 危 及 电 网 运 行 事 件 的 发

生。同时，在重点区域安装防山火警

示牌，开挖防火隔离带，组织开展线

路通道安全隐患综合排查整治，全面

清理输电线路保护区内堆放的易燃

易爆物品，并加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

管控，严禁因施工、抢修和户外使用

明火造成山火发生。广泛开展防山

火安全宣传，深入线路沿线的乡镇、

村庄，向当地居民讲解电力设施保护

常识，强化群众防火安全意识，提高

防火保电知识水平。积极与当地政

府、林业及公安部门沟通联系，建立

火情互报共防机制，提前主动预防山

火危害，消除重要输电线路地段的山

林火灾隐患，确保电网平安度过山火

高发期。

截 至 目 前 ，该 公 司 出 动 人 员 167

人次 ，车辆 96 台次 ，已完成 267 条线

路 及 109 处 祭 祀 区 域 隐 患 排 查 ，479

基 杆 塔 茅 草 清 理 ，发 现 并 消 除 隐 患

79 处 ，确 保 输 配 电 线 路 火 灾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工 作 取 得 实 效 。 下 阶 段 ，公

司将持续性做好春季电力设施防山

火 工 作 ，进 一 步 强 化 电 网 运 行 方 式

管 理 工 作 ，做 好 电 网 特 殊 运 行 方 式

和 故 障 应 急 预 案 ，确 保 电 网 安 全 稳

定运行。

（董存庆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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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循化春来早，积石山下春潮涌。

近日，沿着黄河岸边行走，辛勤的

农民正紧张有序地拉运肥料、耙田耱

地、开犁耕播，田间地头“一号文件”精

神宣讲如火如荼地开展，宣讲工作队

员们帮助农民制定和寻找乘势而上致

富的规划和措施，让政策好处真正落

到农民头上。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

斯乡是全县最大的农业大乡，在循化

县农业发展布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一直以来，该乡因水渠灌溉设施

陈旧、部分土地无法按时灌溉出现土

地撂荒、农民种地信心不高的现象。

同时，种植业经济效益低，政策落

实不到位，撂荒土地流转困难，以及外

出经商、务工等原因也导致了耕地土

地撂荒。去年，查汗都斯乡充分利用

全 市 上 下 全 力 推 进 整 治 撂 荒 地 的 契

机，对连片撂荒地、分散撂荒地、零星

撂荒地进行分类施策、分步整治，扎实

推动农村“三地”整治工作，全乡 122.3
公 顷（1835 亩）撂 荒 地 已 全 面 整 治 完

成。今年，借着“一号文件”精神宣讲，

查汗都斯乡顺势而上，继续加大撂荒

土地的整治。

“去年，通过撂荒地整治，农民保

护 耕 地 的 意 识 得 到 了 很 大 提 高 。 今

年，我们乡以党建为引领，继续引进合

作社，整治撂荒地，打造千亩的两椒种

植基地，把‘一号文件’精神带到田间

地头，让农民在愿意种地的基础上，把

种地这件事干得更专业，让农民能从

种地上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查汗都

斯乡党委书记韩世界介绍。

然而，查汗都斯乡只是循化县推

进撂荒耕地治理的一个缩影。为了让

一块块“沉睡”的土地重新“活”起来，

全县各乡镇都在行动。

连日来，循化县街子镇果什滩村

党支部积极协调，实行农业半托管模

式，由县农业局以集中连片、统防统治

的形式进行半托管，大大解决了外出

务工人员村内土地撂荒问题，截至目

前，街子镇完成撂荒地复垦复种 21 公

顷（310 亩），其 中 果 什 滩 村 完 成 复 种

7.3公顷（110亩）。

果什滩村党支部书记韩撒力海介

绍，“一号文件”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

了指导性意见，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丝

毫不能大意，我们要稳住乡上的农业

基本盘。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果什滩

村党支部深入了解群众需求，用心用

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投入资金 6.5

万元，用于清理水渠、新建水坝、田间

道路等农田所需设施，这为撂荒地灌

溉提供了有力保障。

“挂真切！挂真切！”（藏语，意为

谢谢）另一边，在道帏藏族乡铁尕楞村

党员活动中心，村党支部书记李加才

旦正在用藏语为大家宣讲解读“一号

文件”精神。

“‘一号文件’内容广泛，涉及到农

业 农 村 农 民 工 作 的 方 方 面 面 ，村“ 两

委”在强化学习宣讲的同时，要让他们

认识到撂荒地整治是一项大事，也是

事关他们自身的好事，督促大家把自

家的庄稼种好，真正将饭碗端在自己

的手里，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就这样，“一号文件”精神正在撒

乡大地的每一块田野里发芽，乡村振

兴的奋进曲正在奏响……

今年，循化县结合“一号文件”精

神宣讲继续加大盘活撂荒土地，把土

地撂荒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

重要举措，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大有效耕地面积，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截至

目前，循化县已完成撂荒地复耕复种

285公顷（4271亩）。

“挂真切”里的民心账单

宣讲工作队员们正在给农民们进行“一号文件”精神宣讲。 通讯员 王桂萍 摄

本报西宁讯（记者 倪晓颖） 3 月

26 日，西宁市医疗卫生系统一季度开

复工 6 个项目 ，总投资 4.81 亿元，今年

一季度预计完成投资 1 亿元。项目建

成后，进一步让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

及、系统连续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

2022年，西宁市以完善公共卫生体

系为主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

均衡布局，聚焦“一老一小”领域，扩大服

务供给，提升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建

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检验检测能力

提升工程、市第二人民医院急救创伤诊疗

中心建设项目和市口腔医院提升改造工

程；新建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医学隔离

观察点）提升改造工程、市第二人民医院

康复养老诊疗中心、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

创伤诊疗中心（老年病康复诊疗中心）、市

托育服务综合指导中心和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其中西宁市第二人

民医院康复养老诊疗中心建设项目，总

投资额 5.61 亿元，建设周期 2022-2024
年，主要建设康复养老门诊、住院、业务

用房及相关附属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完

善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西

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检验检测能

力提升工程，总投资额 2.41 亿元，建设

周期 2020-2022 年，主要建设实验室、

医疗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库等业务用房

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并购置应急物资

和检验检测设备，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

升全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西宁市投巨资西宁市投巨资
让市民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让市民享有高质量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田得乾） 3 月 27
日，青海机场有限公司西宁曹家堡国际

机场和格尔木、玉树、德令哈、花土沟、

果洛、祁连六座支线机场将开始执行夏

航季航班计划，换季后青海省内各机场

航线网络将进一步得到优化，省内群众

航空出行将更加便捷。

换季后，西宁机场通航城市达到

90 个，较 2021 年夏航季，新增通往五台

山、南阳、盐城、榆林、扬州、阜阳、和田、

莎车、阿里、阿克苏、喀什、广元、富蕴、

西昌、陇南等城市航班。国内热门城市

航班西宁至北京、上海、成都、西安、郑

州每天 11 班；西宁至拉萨、南京每天 6
班；西宁至广州、乌鲁木齐、长沙每天 5
班；西宁至武汉、深圳每天 4 班，主要由

东航、南航、国航、川航、藏航、厦航等历

史航司运营执飞。

格尔木机场新增至南京航班，执飞

航线共计 7 条 ，分别为温州、西宁、西

安、成都、南京、郑州、拉萨，周航班量达

90 架 次 。 玉 树 机 场 每 周 执 行 航 班 54
班，其中玉树至西宁每天 6 班。德令哈

机场每周执行航班 5 班，花土沟机场每

周执行航班 4 班，果洛机场每周执行航

班 25班，祁连机场每周执行航班 2班。

青海民航迎来夏航季青海民航迎来夏航季
（上接第一版）综合部主任东珠发自肺

腑地感慨道：“从 2016 年开始，我和三

江源国家公园结缘，至今已经过了 6 个

年 头 ，我 见 证 着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的 成

立 、建 设 和 发 展 。 纪 录 片 中 出 现 的 美

丽 湖 畔 、绿 意 盎 然 的 湿 地 、聪 明 的 藏

狐、顽皮的旱獭等，这些都是我平日里

经 常 能 见 到 的 画 面 。 但 看 了 纪 录 片

后 ，我 却 感 到 一 种 深 深 的 震 撼 。 特 别

是 片 中 最 后 那 句 话‘ 只 要 山 还 是 那 座

山，河也还是那条河，生命的礼赞与悲

歌，萌动与消亡，繁衍与传承，就会在

三 江 之 源 反 复 上 演 ……’让 我 感 同 身

受。作为‘江之头’的保护者，我愿意

永葆一颗初心，一直坚守在这里！”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该纪录片

突出地理特色，以三江源地区独特的生

态文化为主线，用小故事讲述大时代，

通过历史背景、人物故事与画面场景的

艺术构思，引领观众穿越时空，全面、真

实地呈现“江之头”的生态人文风貌，无

论从画面、剪辑、撰稿、音乐、人物的记

录等方面，注重细节处理，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文艺精品。

激发对“江之头”的挚爱之情

这里位于唐古拉山脉和昆仑山脉

之间，平均海拔 4700 米以上，是长江、黄

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世人称之为“三江

源头”。这里冰川广布、河流如织，沼泽

湿地众多，每年向江河中下游输送的水

量达 500 多亿立方米，其中黄河总水量

的 49%，长江总水量的 2%，澜沧江总水

量的 15%，皆发源于此，故而又被赞誉

为“中华水塔”……

纪录片《我住江之头》主题鲜明、角

度新颖、画面珍稀，是中国首部反映三

江源地区践行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的

大型纪录片。该片创下多个首次和全

球独家：首次参照国际一流水准，比较

完整地展示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链；独

家呈现全球第一例雪豹白内障手术；独

家反映中国第二次人工繁育的雪豹成

长历程。

《我住江之头》充满浓郁的人文情

怀 和 家 园 情 怀 ，不 仅 吸 引 了 全 省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而 且 吸 引 了 80、90 后 年 轻

群 体 集 体 观 看 ，还 在 网 络 上 引 起 热 烈

讨论。

每 到 晚 上 十 时 半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玛 沁 县 下 大 武 乡 生 态 管 护 员 、环 卫

工人才让多吉便拉着全家人围坐在电

视机旁，准时收看。“作为在阿尼玛卿

雪 山 下 长 大 的 我 ，看 到 纪 录 片 中 一 幕

幕熟悉的画面和场景，让人倍感亲切，

心 情 激 动 。 作 为 一 名 生 态 管 护 员 ，我

觉 得 保 护 好 我 们 的 家 园 就 是 一 种 财

富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我 为 这 部 纪 录 片

点 赞 ，也 为 家 乡 的 自 然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感到自豪。希望更多的观众看了这部

纪 录 片 以 后 能 走 进 三 江 源 ，了 解 三 江

源！”才让多吉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

表了这样一番感言。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部片子

用国际化的叙事视角和现代的艺术表

现手法，带领观众真实触摸到‘江之头’

所富藏的各种生活样貌和生命丰姿，在

寓教于乐之中带给人非常高的欣赏价

值以及心灵上的震撼和灵魂上的洗涤，

更加激发了对三江源地区这块美丽土

地的热爱之情。

讲好青海故事的升级之作

三江源还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区和重要启动区，在这片三十多万平方

公里的高原上，有 370 种动物，2200 多

种植物，以及近 60 万人口生活在这里。

他们的生活时刻影响着大江大河的命

运，也感化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纪录片《我住江之头》历时五年拍

摄 完 成 ，由 中 外 优 秀 团 队 联 合 倾 力 打

造。精益求精的制作加上优美而又充

满诗情画意的解说，在展现青海各族群

众淳朴、善良的同时，也反映了青海人

民热爱家园、追逐梦想、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主题，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

升级之作，引起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

共鸣。

“纪录片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久久

难忘，‘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青海这样

一个地方，发源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

条母亲般的江河，养育了中华民族上千

年，滋润了东南亚的土地，汇入了世界

的海洋……’我为生活在这样的人间净

土而感到骄傲，也愿意为保护这里的生

态倾己所有。”西宁市湟中区委宣传干

部伞丹卓玛大为震撼，她说，作为一名

文 化 宣 传 工 作 者 ，通 过 观 看 这 部 纪 录

片，让她对大美青海这片热土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为今后更好地工作

奠定了基础。同时纪录片中精美的画

面和构图，也为今后学习拍摄手法和构

图技巧提供了借鉴。

全 省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纷 纷 表 示 ，纪

录片《我住江之头》真实展现了青海各

族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

嘱 托 ，积 极 践 行 保 护 好 青 海 的 生 态 环

境是“国之大者”“省之大要”，激励广

大 干 部 群 众 更 加 坚 定 不 移 保 护 好“ 三

江之源”，守护好“中华水塔”，维护好

“生态屏障”，呵护好“地球第三极”，积

极打造“高地”、建设“四地”，奋力推进

“一优两高”，为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担 当 青 海 责 任 、作 出 青

海贡献。

“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纪录片是

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让我们继续走进纪录片，了解更多

“江之头”的文明礼赞！

“江之头”的文明礼赞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为深入贯

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三轮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 助 奖 励 政 策 实 施 方

案》，合理利用天然草原，从严保护草原

资源，采取天然草原生态恢复、生产力

提升，省林业和草原局五项措施，切实

强化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

将草原生态脆弱，生态环境恶劣，退

化、沙化、盐渍化严重以及位于江河源水

源涵养区的中度以上的退化草原确定为

禁牧区，实行禁牧封育；对禁牧区以外的地

区确定为草畜平衡区，实行草畜平衡管理。

结合当地草情、畜情、民情，把禁牧

和草畜平衡制度纳入村规民约，有补饲

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行休牧制度，对纳入

草畜平衡区管理的天然草原，实行以草

定畜，草与畜动态平衡的常态化管理措

施。完善违反禁牧和草畜平衡的监管办

法和惩戒措施，切实把制度落到实处。

要求层层签订责任书，进一步压实

压牢部门责任。科学核定载畜量，把目

标、责任确定到乡、分解到村、落实到

户，确保草畜平衡制度有效执行。

采用智能监控、无人机等先进技

术，探索创新草原监管巡查方式，加大

执法监管力度。积极加大与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协作，强

化联合执法，开展核查工作。对核查确

定存在禁牧区放牧或超载行为的，依法

从严处理。加强草原管护员队伍管理，

充分发挥其巡查管护和宣传力量。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平台，采用农牧

民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积极向农牧民

和 社 会 各 界 宣 传 禁 牧 和 草 畜 平 衡 政

策。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

箱，畅通举报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青海五项举措青海五项举措
强化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强化禁牧和草畜平衡管理工作

（上接第一版）
顺着大坝干砌石护坡道路行至混凝

土面板堆石坝，站在堆石坝右侧俯瞰整

个水库，九十多米的坝高和空荡荡的水

库令人有点“头晕目眩”；在倾斜平滑的

大坝面板上，十几名工人腰系安全绳，

“吊”站在倾斜的面板的三分之一处，捆

扎钢筋、焊接钢筋，进行钢筋制安工作。

“2021 年面板混凝土浇筑了 22 仓，

浇筑混凝土 11000 立方米 ；剩余 13 仓，

混 凝 土 浇 筑 4000 立 方 米 当 前 正 在 进

行。”杨家水库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巨

敬禄说，“在大坝附属建筑方面，全长

460 米的导流洞和 217 米的导流洞出口

明渠已全部完工，通过验收并导流；电

线路架设已完成；全长 174 米的放空洞

已全线开挖贯通，竖井混凝土浇筑衬砌

至 2316m 高程，现正在进行交通桥混

凝土浇筑；复建公路也正在按部施工。”

杨家水库工程项目部安全总监吴

生仁带着记者来到了溢洪道建设处，隧

洞内两名工人在地面进行清淤、冲洗工

作，三名工人站在架子上捆扎钢筋，他

们手中的电焊机将一根根钢筋牢牢焊

接在一起。吴生仁介绍，水库溢洪道全

长 300 米，其中隧洞段长 139.5 米，已开

挖贯通，正在进行混凝土衬砌浇筑，剩

余的控制段、泄槽段、挑流段等长 160.5
米正在施工中。

“杨家水库工程项目将全力落实好

生态环保措施，施工单位将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施工理念，规范施工程序，合理

布局施工现场，落实好水土保持措施和

生态环保措施，把杨家水库工程做成绿

色、环保、利民的样板工程。”张万舜说。

春风轻抚，站在高处眺望，我们似

乎已经想象到了杨家水库蓄水后绵绵

群山抱库水、盈盈碧水映群山的景象。

不负春光复工忙

本报黄南讯（记者 公保安加） 近

日，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环保志愿者才项南加在春雪覆盖的县

城西侧、优干宁镇德日隆村泽曲河畔和

优干宁镇荷日恒村拍摄到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黑颈鹤觅食、嬉戏的场景。才项

南加介绍，黑颈鹤作为高原生态变化指

示性物种，以前河南县很少看见，偶然

看见也是迁徙过程中落地休息。此次

在河南县境内发现并拍摄到的 6只野生

黑颈鹤并非首次，这几年，蒙旗草原也

从黑颈鹤的栖息地变为了繁殖地。

目前，河南县共有八处黑颈鹤栖息

地，随着不断加强环境治理、湿地生态修

复，该县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不断优化，吸

引了大批珍稀候鸟在此栖息中转。

黑颈鹤黑颈鹤““落户落户””蒙旗草原蒙旗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