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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评论4

青海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除了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严控“两高”项目
盲目上马等，还要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广泛开展创建绿色机关、绿色家庭、
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及绿色出行等行动，
努力为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青海
应有的贡献。农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
放源，农业农村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农村温室气
体排放占比约达全国排放总量的15%。
2014年，农业排放量为8.30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至8%，主
要包括稻田甲烷、农田氮肥氧化亚氮、
动物肠道甲烷、粪便甲烷和氧化亚氮排
放。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是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全
面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并且农
业本身就具有“绿色”属性，是生态产品
的重要供给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要找准关键点，挖掘农业减
排潜力，推动发展方式向全面绿色低碳
转型，不断推动农业碳达峰碳中和，让
绿色成为农业最靓丽的底色。

近年来，青海立足牦牛、藏羊、青
稞、冷水鱼、枸杞等优势主导特色产业，
掀起了“青字号”品牌打造新高潮，走出
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农牧业绿
色发展之路。我们可以在现有优势基
础上，进一步增加科技支撑，不断推进

我省农业碳达峰碳中和。按照国家碳
达峰碳中和要求，目前各个领域都在开
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研究，我们要多和
农业领域的相关科研部门、专家合作，
引进种植业与养殖业生产过程中的温
室气体减排技术、节能装备，推广绿色
防控产品和技术等，推动特色产业优化
升级，实现绿色低碳“双赢”。

青海作为畜牧业发展较多的地区，
节能减排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更加特殊
的意义和更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大
力推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秸秆、畜禽粪便等可以生产
生物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燃烧发电
等可再生能源，要建立或者进一步提升
粮食秸秆、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收储
运输系统，推进可再生能源替代。提高
饲料饲草质量，提高禽畜饲料蛋白质的
消化利用率，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改善土壤质量，包括保护性耕作、
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人工种草和草
畜平衡等，通过提升农田草地有机质可
增加温室气体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能
力，转农田从碳源到碳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的征程中，农业的作用举足轻重。相关
部门要加快制定促进降碳减排的政策
和考核制度，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地方
政府和重点企业的考核指标中；设置系
列化标准，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导向，颁
布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技术标
准，辅助减排固碳技术装备的推广及有
效实施；制定适合我省农业碳达峰碳中
和的时间表、路线图，让农业碳达峰碳
中和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点，真正
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杨燕玲

全力推进农业碳达峰碳中和

稀客！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大通
河畔首次出现大天鹅；时隔30年！中华
秋沙鸭再现青海。3 月中旬，青海一

“鹅”一“鸭”“踏歌”而来，让我们眼前一
亮、心头一喜，傲娇环保有成之情跃然
眉宇，砥砺生态报国之志为之一振。

专家指出，大天鹅，对越冬环境要求
极高，此次出现在互助北山大通河流域，
说明北山林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中华
秋沙鸭，对周边环境极其敏感，是典型的
河流生态指示物种，此次“现身”湟水，说
明这一流域生态环境良好。

红掌清波总优雅，江湖“踏歌”好自
在。这一“鹅”一“鸭”不约而同、翩然而至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水更好了——一
江清水向东流着实有担当：去年，青海三
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
以上、湟水河达到Ⅲ类，35个国家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水污染防治
走在了全国前列；说明因为大美青海山更
绿、水更清、天更蓝——野生动物种群更
多了：去年，青海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95.6%，新增国土绿化面积500余万亩，
实现荒漠化、沙化土地“双缩减”，土壤环
境清洁稳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现。

一“鹅”飞来“踱”去，一“鸭”

“闲庭信步”，能够折射一个地方生态趋
好的积累和奋斗。事实上，野生动物特
别是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稳步增
长，就表明其栖息环境正变得越来越
好，也是反映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

“晴雨表”。去年纪录片《青海·我们的
国家公园》走红，近日纪录片《我住江
之头》热播，无不在展示青海环保成效
的同时，激发更多高原儿女以及更多人
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拼搏和创造。

我们要以更大决心和干劲持续推进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更加积极地实施
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加大重要湿地保护力度，持续抓好国土
绿化巩固提升，深化“无废城市”和全域
无垃圾示范区创建，以更高标准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仅让绿色
发展的“气质”更纯正，大美青海的“颜
值”更靓丽，也要让青海成为野生动植物

“快乐成长”、繁衍生息的安全家园，进而
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以推
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全部努力，让高原成为很多野生动物向
往的地方。

郝 炜

欢喜鹅鸭“踏歌”来

城市之美，美在生态，美在山清
水秀、天蓝地净。建设美丽宜居家园
是全力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新高
地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近日，西宁市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清洁家园”专
项行动，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的城乡环
境集中大整治，这对于扎实推进高原
美丽城镇示范省建设意义重大。

到2025年，全省所有村庄生活垃
圾得到有效治理，农区开展生活污水治
理的村庄比例大幅提升，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到2035年，农牧区
生活污水得到有效管控，收集处理率明
显提高，卫生厕所能改尽改、应改尽改
是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
生态文明高地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
好“清洁家园”专项行动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
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
把安全发展作为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
标志，完善城市运行管理及相关方面的
安全生产责任，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不
断提高城市安全发展水平。

开展好“清洁家园”专项行动，共建
“清洁家园”，要集中开展城区环境整治
行动，以城区主次干道等市容乱象易发
区域为重点，依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全面整治影响市容秩序的违规现象，以

“路见本色”为标准，深化道路清爽行
动，及时清理卫生死角。集中开展乡村
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清理河道沟渠生活
废弃物，彻底解决“脏乱差”问题，加大
对废弃物的清理回收力度，加强生活污
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处理。集中开展路

域水域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整治国、省
道路及农村公路沿线环境，深入开展铁
路安全环境综合整治“回头看”，严格落
实河湖长制，深化污水源头治理，加密
各断面水质监测频次。集中开展重点
区域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旅游
景区等区域环境卫生，全面排查整治建
筑、拆迁工地环境卫生，加大对违规渣
土运输车辆的查处力度，完善各类集贸
市场、批发市场、早（夜）市的日常清扫
保洁制度，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及
周边环境卫生整治力度。

美丽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加入，
共建清洁家园，共享健康生活。擦亮
城市清洁底色，亮出“干净”这张城市
名片，我们要一起行动起来，戮力同
心，净化城市立面空间，亮出城市天
际线，让城市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戴美玲

齐心奏响齐心奏响““清洁家园清洁家园””乐章乐章

近日，记者在海
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
青海湖北岸沿线看
到，暖阳铺洒湖面，

“蓝宝石”般的青海湖
褪去冰衣，碧波荡漾，
春 风 乍 起 ，细 浪 跳
跃。据了解，伴随着
气温回升与大风天气
的持续作用，青海湖
今年出现解冻迹象要
早于往年。全面开湖
后的青海湖，呈现出
一幅湖水碧蓝、飞鸟
翔集的优美画卷……

本报记者 王颖

农时不等人。随着天气回暖，春管春
播正由南向北大面积展开，北方小麦主产
区正值起身拔节等关键时期，不少地方农
民适时下田进行锄草、施肥和灌溉。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对保
供给、稳预期、增信心意义重大。当前国
际形势复杂严峻，农产品市场波动加剧等
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内农业生产也面临新
挑战。必须高度重视夺取夏粮丰收这关
键一仗，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今年夏粮生产面临多年少有的形势。
夏粮的主体是冬小麦。受去年罕见秋汛影
响，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5个省有
1.1亿亩小麦是晚播麦，占小麦播种面积的
三分之一，苗情长势复杂。

农情连着粮情，粮情连着民情，民以食
为天。北方小麦主产区务必要通过科学追
肥等促进弱苗转壮，加强后续田间管理，切
实保障好百姓的“粮袋子”。

现在距离夏粮小麦大面积收获还有两
个多月，要抓住小麦返青、拔节和灌浆等关
键生育期，落实相关技术和措施。有关部门
和农业技术专家要加强精准指导和服务。

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疫情，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春季田管。特别是1.1亿亩
晚播麦要早管早促，起身拔节期要因地因
墒因苗及时浇好拔节水、施好拔节肥，灌浆
期要以“一喷三防”增粒重为重点。长江流
域油菜产区要落实好“一促四防”措施。

此外，要大力推进科学防灾减灾。及
早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准备，加强天气监
测预警，重点防范“倒春寒”、春旱等灾
害。要针对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切实
从各个环节支持企业增产增供，保障农资
运输和末端配送，国家已出台对实际种粮
农民再次发放200亿元农资补贴的举措，
要尽快发放到位。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上上下下、方
方面面都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切实打好今年夏粮丰收、全年粮食增收
的关键一仗。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叶婧

春好人勤春好人勤
保粮丰保粮丰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春风撩开了春
的序幕，带给人们无限希望和憧憬。春天
之美，蕴含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活力与激情、
润物无声的奉献与温暖、百花齐放的团结
与包容，这正是组工干部应有的面貌、品
格、境界。组工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组织
者、实践者、创造者，要趁春光好时节，积极
谋划，主动担当作为，奏响奋进乐章。

播种太阳花，执着向阳、忠诚向党。
太阳花只有一个方向，执着地面对太阳，
扎根泥土，灿烂绽放。正如组工干部也
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忠诚于党的事业。
只有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才能坚持
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好地干事创业、为民
服务。反之，就会精神“缺钙”，得“软骨
病”。要锤炼党性，练就共产党人的“钢
筋铁骨”，铸牢共产主义信仰的“铜墙铁
壁”，锤炼“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忠诚品
质，永葆“事争一流、唯旗是夺”的精气
神，自觉把组织工作置于总体工作中来
观察、思考、谋划，确保组织工作与中心
工作目标同向、号令同调、运行同步。

播种丁香花，不偏不倚，公道正派。
丁香花四个花瓣永远平等均衡，绝不会
因为外部环境而对某个花瓣有所偏斜。
正如组工干部对工作的态度——公道正
派。组工干部肩负“配好班子”“选好干
部”“用活人才”“建强组织”的重要使命，
每一项工作都事关发展大局、事关人民
福祉，容不得半点马虎。这就要求组工
干部心底无私、心无杂念、不带偏见、实
事求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出以
公心，按政策、按规矩办事，涵养“只留清
气满乾坤”的浩然正气，时刻保持初心，
真正立好内心公正标杆，时常用“公心”
校准所思所为航标。

播种牡丹花，不屈不挠，精益求精。
牡丹花遵循自己的生长规律，百卉含英，
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正如组工干部
面对新时代组织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挑战，需要持续“充电”、不断“墩苗”，在担
当作为中不断磨砺“铁肩膀”“硬脊梁”，
拿出燕子垒窝的恒劲、老牛爬坡的韧劲，
熟练掌握组织工作的原则、程序和方法，

练就“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顽强意志，广
泛涉猎各种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多
思、勤思、深思，悉其内涵、悟其要义、觅
其规律，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真正
成为组织工作的行家里手。

播种玉兰花，高雅芬芳，廉洁清正。
在扑鼻清香中积蓄精神力量，洁白无瑕的
植株高洁淡雅。正如组工干部只有坚持
公平公正，才能在考核评价上，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在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上
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秉持“躬自厚
而薄责于人”的律己之心，以出淤泥而不
染的中正之气和坦荡无私的底气，知行如
一、表里如一，讲原则、顾大局、守底线，守
住廉洁的净土，不受风尘吹摆，真正做到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每一个“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
作风好”的优秀组工干部都是一朵盛开
的鲜花，越努力越鲜艳，越鲜艳越耀
眼。一年之计在于春，组工干部要以蓬
勃向上的朝气、无私奉献的精神、包容
大气的胸怀，追梦春天里，奋斗趁年华。

赵宗发

在春花烂漫中砥砺奋进在春花烂漫中砥砺奋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要胜任领
导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领是很多的。基
层是年轻干部最好的“课堂”、最厚的“沃
土”，到基层去历练，既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于年轻干部的号召，也是年轻干部成
长的需要。身为年轻干部，要想“壮筋
骨、长才干”，就必须在扎根基层事业中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在基层中淬炼脚踏实地的恒心。
身在基层，心也要在基层，心浮气躁与
好高骛远只会打乱我们的思绪，阻碍我
们前行的脚步、动摇我们干事创业的信
念之基。作为年轻干部要沉心静心，在
基层中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扛
得住压力，在理论学习中常学常新、真
学真信、学思践悟、细照笃行，在服务群
众上专心专力，实处发力，练就过硬本
领，一点一滴积累经验，一步一个脚印，
一锤一个铆钉，久久为功。只有以“十
年磨一剑”的恒心，才能“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

在基层中淬炼持之以恒的决心。基
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工作错综复
杂，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只有将基层工
作做实做好，打牢坚实的基础，万丈高
楼才得以平地而起。刀在石上磨，人在
事上练，实践是最好的教材、群众是最
好的老师。身为年轻干部要乐于到基层
一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多接一些“烫手的山芋”、多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多经历几次“风吹雨

打”，真正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
原在破岩中”。

在基层中淬炼人民至上的爱心。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年轻干
部来自人民，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主动褪去外表的“光华”，不做
浮在水面的“葫芦”，而是做扎进大地的

“根须”，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饱
含浓浓真情，让自己懂得心存感恩、胸
怀大爱。从做群众思想工作中学方法，
从推心置腹的交流中捕捉民意，设身处
地为群众着想，动真情、办实事、解难
题，不断造福人民，成长为让国家和人
民放心的干部。

基层是个大舞台，到基层去不仅是
号召，更是一份情怀、一份责任。读懂
基层这部厚重的“无字之书”，是每名年
轻干部都应做好的“必答题”，是广大扎
根于基层的年轻干部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的开始。年轻干部要从“身”到
“心”扎根于基层中，用脚步丈量大地，
用奋斗诠释青春，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收获不一样的成长。

苏 杰

从从““身身””到到““心心””扎根基层扎根基层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力、科
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制造
业中小企业缓缴税费政策延续……全国
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受到各行各业的广泛
关注。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第一
时间响应，整体统筹部署，政策落实工作
已全面铺开。减税降费是支持市场的

“及时雨”，为稳定经济、优化结构注入了
强劲动力。减税降费，减的是企业税费
负担，增的是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减
增之间，彰显了政府助企纾困、稳就业保
民生的坚定决心和积极作为。

2021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环境，
面对两难甚至多难选择的新挑战，我们
保持定力、沉着应对，紧紧扭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精准落实宏观政策，
强化经济调度服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40亿元左右，“青信融”平台为中小微企
业融资34.5亿元，放大了助企纾困政策
效应……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政策
红利。实践证明，减税降费是受益面最
大的惠企政策，为应对困难挑战、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的关键之举，也是一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
观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国
民收入分配结构。因此，实施减税降费丝
毫不能松懈，要坚持力度、落实落细，全力
以赴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地见效，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准确把握国
家宏观政策着力点，继续面向市场主体，
落实新的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推动财力
下沉，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恢复发展。同时，
有必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企业需求情
况，不断完善有关政策措施。

减增之间，效能涌现。“加减法”科学
组合，彰显出娴熟的调控手段和丰富的
政策储备工具，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各地要认真落实好相关工
作部署，持续精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拓
展动能转换空间，充分释放“加减法”的
政策效应，让发展动力更加澎湃，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

雷欣钰

减税费减税费 增信心增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