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牢记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扎实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和

“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决扛起维护生态安全、保护
“中华水塔”的使命担当和重大政治责任，确保一江
清水向东流。

近日，本报组建全媒体报道组，奔赴生态建设
一线，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围绕三个国家公园建
设，全面展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即日起本报在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专栏中推出
记者采写的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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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李刚峰 付国良
本报记者 乔 欣

时间是记录者，也是见证者。省

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履职以来，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统领，坚持立法体现人民

立场，监督维护人民权益，决定和任免

彰显人民意志，代表工作倾听人民心

声，一部部特色精细立法、一次次正确

有效监督、一条条为民务实建议、一个

个履职创新实践，谱写了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生动乐章。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统揽人大工作

思 想 就 是 旗 帜 ，旗 帜 就 是 方 向 。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党的领导全面加强，政治方向坚

定自觉。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和主题主线，严格落实“第一议题”

制度，推进学习贯彻入脑入心、走深走

实，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以思想

自觉引领行动自觉。

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针的安排部署，聚焦生态环保、“十四

五”规划编制、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

加强立法、监督等工作，在服务大局中

切实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

坚持把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

人大工作和建设的重大机遇，对标对

表加强改进各项工作，制定贯彻落实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等

重要文件，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人大工

作和建设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积极发展和完善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青海实
践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

进人大工作的必然要求。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始终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

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出发点和着

力点，通过法定和有序的途径、渠道、

方式、程序，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

方面各环节全过程。

坚持开门立法，就鼠疫防控条例

草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开展立

法协商，使立法更好体现民意、凝聚共

识。充分发挥立法智库、基层立法联

系点作用，建立立法新闻发布机制，扩

大社会公众参与立法途径，确保整个

立法过程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

围绕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就业促

进工作等连续开展专题询问，特别是

首次就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专题询问进

行网络直播，探索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监督领域的新实践。

坚持深化“三联系”制度，常委会

与代表联系更紧密更深入，常委会工

作中代表参与度越来越高。四年来，

邀请各级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

参加各类活动超过千余人次。

制定提高代表建议提出和办理质

量的意见，建立由省委书记、省长带头

督办代表建议的“大督办”工作机制，

一批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通过代表建

议得到有效解决。作为实现我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展现。

（下转第七版）

——写在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本报记者 何 敏

迟日江山丽，风过花草香。

夏日的大美青海，天高云淡，江河壮美，群

山如黛。

放眼东部河湟谷地，目之所及，绿色绵延、

满眼青葱；远眺西部山峦戈壁，眼光所触，瀚海

泛绿、碧水丹山。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保护好青海生态环

境，是“国之大者”。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

源、保护“中华水塔”是青海的重大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调整时间表、对照路

线图，以最有效的举措、最稳健的行动，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

海时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保持生态环境质量

优良为核心，以坚定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手，认真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决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全省区域生

态功能不断优化，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实现突破性发展。

无限风光入画来，江山美景自多娇。如今，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已然成为青海

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所向；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也已融入青海各族干部群众的梦

想所往。

如今，行走在高原大地，湖河澄净、林木繁

茂、青山巍峨、草场广阔，一幅大美青海的新画

卷正徐徐展开。

“蓝天保卫战”
擦亮澄澈清明“青海蓝”

“哇，你快看，这里天空好蓝、云好白啊！”

“好美啊，天空蓝得像宝石一样！”

……

最近这几年，每到春夏季节，或者就是在秋

冬季节，在青海的任意一个景点，你都会听到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仰望青海蓝天时发出的阵阵

惊呼声；在西宁很多人的朋友圈里晒出的青海

蓝天美景照片下，你也会看到无数外地网友对

“青海蓝”表示“羡慕嫉妒恨”的点赞和评论。

澄澈清明的蓝天，是大美青海的一张靓丽

名片，也是青海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赢

“蓝天保卫战”收获的“丰硕成果”。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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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臻） 记者 8月 2日

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日，2021
年度全国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目录

出炉，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拉目台村当

归等 26 个乡村特色产品和苏晓莉（土族

盘绣）等 9 个能工巧匠入选。其中，入选

特色种植产品名单 7 个，入选特色养殖

产品名单 5 个，入选特色食品名单 9 个，

入选特色手工产品 5个。

近年来，青海省立足乡村特色资源

和文化，加快发展小众类、多样性的乡土

特色产业、民间特色手工业及特色文化

产业，开发一批具有青海特点的乡土特

色产品，创响乡村特色品牌，打造形成乡

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自 2019 年

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连续组织开展全

国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遴选推介工

作，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共计

推介特色种养殖产品、特色食品、特色手

工艺品和乡村能工巧匠超过 100 个。目

前，青海省入选全国乡村特色产品和能

工巧匠目录有 59个，其中，特色种植产品

14 个、特色养殖产品 8 个、特色食品 13
个、特色手工产品10个、能工巧匠14人。

青海青海3535个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个乡村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
入选全国目录入选全国目录

（见今日四版）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汲取奋进力量进力量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
中国青年英才论坛综述

本报讯 （记者 李欣 陈俊 罗
珺） 8 月 7 日，青海阿特斯新能源有限

公司海东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签约仪

式在海东市举行。签约仪式后，省委

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在西宁会见阿特

斯阳光电力集团董事长瞿晓铧一行。

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瞿晓铧

一行表示欢迎。吴晓军说，当前，青海

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以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

“四地”建设为主攻方向和发展路径，构

建体现青海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加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我

们真诚欢迎阿特斯集团发挥在太阳能

光伏产品及太阳能电站开发等方面的

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全方位、多层次

参与我省相关领域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在深化合作上取得新成效。省委

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提供优质的营商环

境、优越的政策条件、高效的政务服务，

为企业在青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瞿晓铧对青海省委省政府长期以

来对阿特斯集团的支持和关心表示感

谢，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表示，

将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持续深化

与青海省、海东市相关领域的合作，努

力取得双赢、多赢的新成效，为青海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卫东，省

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

苏力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据了解，青海阿特斯新能源有限

公司海东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将在光

伏组件、光伏电池、晶硅生产制造、工

业硅及硅料生产、未来配套储能等新

能源产业链开展全面合作。

吴晓军会见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主要负责人一行

青海阿特斯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阿特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海东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海东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石成砚
栾雨嘉 董志勇

巍巍祁连山，绵延千里，如一道屏

障，横亘在祖国内陆的西北部，拦截高

空中的水汽和云团成云降雪，滋养着

高原大地和万物生灵。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自

东向西分布着 40 个标准化建设的管护

站，1200 多名生态管护员每日巡护、监

测、记录，见证着国家公园的成长。这

些管护员平凡得如山里的一块石头、

一根草木，但在难以进入的深山里，却

布满了他们的踪迹。

关于国家公园，我们注定要讲的

就是守护者的故事，而今天故事的主

角是那些年轻的新生代管护员们。

“走，带上工具，去巡护！”清晨，露

珠未消，张生有就喊上几名管护员一

起踏上了巡山之路。张生有是祁连山

国家公园寺沟管护站的一名专职护林

员，别看只有 23 岁，但从事护林员工作

已有六个年头。

“作为本地人，我的户外工作能力

比较强，当护林员使我的特长得到了充

分发挥。”在张生有看来，自己到管护站

工作的 6 年时间里，上过高山、蹚过河

水，几乎跑遍了辖区的所有农户和放牧

点，也见到过很多珍稀野生动植物。他

说，六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找到了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我爱这片山

林。巡山护山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

更 让 我 学 会 了 坚 守 。 我 也 很 喜 欢 摄

影，现在每天拿着相机记录国家公园

里的动植物，我想把国家公园的美展

现给更多人。以后我想结合自己的特

长，跟随老队员，一起守护好祁连山，

守护好祁连山的万物生灵。”面容略显

稚嫩，但张生友眼神里透露出的坚定

让人为之动容。

23 岁，守护在深山角落的还有寺

沟管护站副站长牛抓西文学。

学习旅游服务管理专业，也在城

里做过多份工作，但多方选择之后，牛

抓西文学选择回到家乡，在祁连山国

家公园寺沟管护站当一名专职生态管

护员。

“2021 年 3 月 6 日到站上报道，第

一天就跟随老队员开展了草畜平衡调

查，第二天就踏上了寻山路。这是我

做管护员的第一堂课，既好奇又兴奋，

整整 32 公里的巡山路让我对这片森林

有了更多的认识。”时至今日，作为管

护站副站长的牛抓西文学依然每天踏

上巡山路，跟着老队员们认真学习巡

护经验。 （下转第七版）

巍巍祁连山巍巍祁连山
和它年轻的守护者和它年轻的守护者

▲张生有（右一）向同事分享新拍到的小动物。

▲寺沟管护站年轻的新生代管护
员蔺建英。

▶牛抓西文学认真做好巡护记录。
本报记者 李庆玲 石成砚 栾雨嘉 董志勇 摄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碧绿的龙羊湖更美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