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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雪萌） 8 月 9 日，

全省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部署会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

星，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提出工作

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卫东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任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

长刘超出席会议。

王卫东指出，在全省组织开展工程

建设领域专项治理深化一体推进“三不

腐”工作，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大要求和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上来，自觉把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

理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要深化

作风建设，确保专项治理任务落实。

汪洋就《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

理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方案》进

行说明。他强调，要统一思想行动，深刻

理解把握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理论逻辑

和实践逻辑，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坚

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把工程建设领域的

乱象和问题解决好、遏制住。要建立长

效机制，坚持全周期管理，在全面打赢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久战、攻坚

战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全省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部署会召开全省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郭靓） 8 月 10 日，

由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

办公室、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青海

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指导，上海科技馆、上海长鱼长江水生

生物保护基金会主办，青海省文化馆

承办的“大江行地——多姿多彩的长

江生命”全国巡展第一站在青海省文

化馆启动。

此次展览从多姿多彩的长江生命

这一角度切入，通过展现长江流域丰

富的水生生物、鸟类、兽类资源以及多

元的人文风貌，并结合“长江大保护”

“十年禁渔”主题科普，引导观众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

展览由“长江潮”“大江与文明”

“大江的脉动”“共绘长江美好蓝图”

四个部分组成，展出面向全国征集到

的 42 份江水艺术阵列装置、由长江流

域农耕文明选育和利用的 58 种农作

物标本、55 幅展现长江沿岸风物的原

创手绘明信片、50 幅精美的长江流域

珍稀动物手绘，尤为“亮眼”的长江大

型珍稀鱼类模型，真实还原了白鲟、

中华鲟和胭脂鱼 3 个物种在野外记录

中达到的最大体型，其中白鲟 7 米、中

华鲟 5 米、胭脂鱼 1.4 米，让观众可以

一睹当年长江渔民口中“千斤腊子万

斤 象 ，黄 排 大 得 不 像 样 ”的 原 始 样

貌。展览还推出了多款互动游戏，让

观众在了解长江知识的同时，参与到

保护长江母亲河的行动中来。

此外，由青海省渔业技术推广

中心支持借展的 8 种珍稀鱼类浸制标

本、1∶1 仿真复制的白鱀豚和江豚模

型等，都为青海站首展增添了地域特

色，而这也是上海科技馆与青海省文

化馆首次跨界合作、共同呈现的一次

科技与文化的精彩对话。

展览将从 8 月 15 日持续至 9 月 15
日。

““大江行地大江行地———多姿多彩的长江生命—多姿多彩的长江生命””
全国巡展首站亮相青海省文化馆全国巡展首站亮相青海省文化馆

本报海北讯（记者 丁玉梅） 为大

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全力打造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推动全民健身和群众

体育活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8月10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首届中国原

子城文化艺术旅游季系列活动暨海晏县

第十五届农牧民运动会在文迦牧场举

办。

据了解，中国原子城文化艺术旅游

季系列活动，涵盖农牧民运动会、农畜

产品展示会、达玉音乐节等 12 个子活

动。其中，农牧民运动会设有篮球赛、

民族式摔跤、蹬棍、赛马等 8 个大项 20
个小项。此次活动是海晏文化体育事

业发展的一次集中展示。

海晏是全省重点旅游县，旅游资源

丰富，拥有闻名遐迩的青海湖、中国原

子城、金银滩草原等是全省主推的精品

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成功入

选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金银滩-原子

城景区正式列入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

建名单。年初至今，投资近 3 亿元用于

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建设取得重大突

破。

与此同时，该县把体育事业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锚定全省

“四地”建设，依托海北州委“243”新发

展格局，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培育

生态、旅游、体育融合发展的产业，进一

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向

往。接下来，海晏将精心谋划群众参与

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产业快速

发展，激发当地群众的奋进力量。

中国原子城文化艺术旅游季系列活动启幕中国原子城文化艺术旅游季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讯（记者 乔欣） 8 月 9 日下

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九

十二次（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

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于丛乐主持会议并讲

话。王黎明传达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马伟、尼玛卓玛、鸟成云、吴海昆、张

黄元、贾应忠出席，刘同德列席。

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是在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

时段，在十四届省委履新开局之际召开

的重要会议，充分体现了新一届省委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行动自觉，充分彰显了省委在新

起点上推动人大制度人大工作人大建

设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历史担当使命

担当和责任担当，对于不断开创新时代

人大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人

大工作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对标

对表深刻领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实施方案》，加强立法、监

督和代表工作，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青海实践。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

作，紧扣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紧盯

大事要事，以实际工作成果检验学习贯

彻的成效。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抓好

作风建设，树牢“严肃、严格、严谨”的理

念，以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为契机，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积极的精

神状态，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

展。

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魏爽 实习生 马北
方） 8 月 10 日，由省委网信办、省科学

技术协会主办，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承办，省科技馆协办的青海网络安

全科普展亮相省科学技术馆。

此次展览为期 5 天，主题丰富，形

式多样，通过“看、学、玩”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宣传网络安全知

识。展览针对青少年开展网络安全知

识和数字素养能力提升，现场分为“反

诈大本营”“个人信息翻翻乐”“网络空

间安全”“元宇宙工厂”“智能家居，你安

全吗？”五大主题展区，采用多元生动的

方式寓学于乐，传递网络安全防范知识

与技巧，让网络安全走进人民，服务人

民。

据悉，此次活动是省委网信办组织

开展的 2022 青海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提升月活动中，旨在提升全社会数字

素养与能力的参与性高、互动性强的一

项科普活动。2022 青海省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于 7 月 23 日与全

国同步启动，省委网信办、省教育厅、省

妇联、省工信厅、省科学技术协会等 14
家单位，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学习、数字

工作、数字创新等四个方面，策划了一

系列载体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

全民全社会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的浓厚氛围，

推动全民共建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

青海网络安全科普展亮相省科学技术馆青海网络安全科普展亮相省科学技术馆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通讯员 青
组） 8 月 10 日，省委组织部召开全省基

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情况调度视频会

议，对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深入

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顿，大力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在严格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管理的同时，做实村级后

备人才培养，加强村级活动场所建设，

做好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从严落实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抓好党费收缴使用

管理，以高质量落实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提质增效。

全省各级党组织将对标对表年度

基层党建重点工作任务，一条一条梳

理，一项一项分解，一件一件做实，

明确责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销

号管理。要始终坚持实践、实干、实

效 ， 按 照 “ 谁 牵 头 、 谁 负 责 、 谁 调

度、谁督导”的原则，对基层党建重

点工作进行定期调度、定期督导、定

期结账，确保全年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全面完成。

我省对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我省对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

本报讯 （记者 于瑞荣） 8 月 10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这十年”省

检察院专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检察院

副检察长满志方等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全省检察机关十年来的创新与发展，并

就社会关切问题进行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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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决策部署，依法能动履行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

能，主动融入全省新发展格局，为我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

十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决维护政

治安全和社会稳定。2018 年以来共批

捕故意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

罪 775 人，起诉 850 人；批捕抢劫、抢夺、

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 4419 人，起诉

5664 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建立涉黑涉恶案件提前介入、跟踪指导

等制度机制，依法办理了日月山埋尸

案、西宁袁氏兄弟案等一批涉黑涉恶重

大案件；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部署

开展“服务美丽青海”“携手清四乱 保

护三江源”等专项检察活动，坚持对破

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零容忍”；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2018 年以来对办案中发现

的社会治理风险隐患，制发社会治理类

检察建议 362件。

十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不断强化民

生领域检察保障，对 1095 人次开展司

法救助，发放救助金 2799.5 万元，2020
年、2021 年连续两年实现司法救助省域

全覆盖；助推增进民生福祉。运用公益

诉讼检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

事”，推动现役军人、残疾人、消防救援

人员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落地，促成省

内巡游出租车安装计价器；深化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统一集中办理，起诉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1120 人，对涉罪未成年

人不起诉 443人，附条件不起诉 255人。

十年来，全省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监

督，以检察履职维护公平正义。做优刑

事检察。2012 年以来共受理审查逮捕

各类刑事案件 30622 件 47460 人，批捕

38862人，不批捕 8244人；受理移送审查

起诉各类刑事案件 59121件 86431人，起

诉 45734 件 65714 人，不起诉 6380 人；做

强、做实民事检察、行政检察。2012 年

以来共受理各类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9410 件；做好公益诉讼检察。立案办理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343 件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5162 件，履行诉前程序 3396 件，提起公

益 诉 讼 190 件 ；深 入 开 展 职 务 犯 罪 检

察。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

能作用，有力促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

展。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锻造

忠诚纯洁可靠的检察队伍。

““青海这十年青海这十年””省检察院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省检察院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依法能动履行“四大检察”职能 主动融入全省新发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 董洁） 8 月 10 日，

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国

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核准 14 家企业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公告（第 487
号）和关于核准 75 家企业使用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的公告（第 496 号），青海省

10 家青海冬虫夏草企业与 14 家柴达木

枸杞企业被核准在其生产的地理标志

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得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中，14 家柴达木枸

杞企业是我省首批获准使用“柴达木枸

杞”地理标志的用标企业，成功实现“柴

达木枸杞”用标零的突破。至此，青海

省合法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

企业已达 58家。

据 了 解 ，地 理 标 志 专 用 标 志 的 使

用，不仅标示了“地理标志”的身份，承

载了地标产品的特定质量和信誉，而且

在市场上更具独特性和显著性，对提高

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

收、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大力推进

地理标志申报、运用、保护工作，通

过开展地理标志专题调研、宣传解读

地理标志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举办

全省商标地理标志建设暨监管执法培

训班等举措，激发市场主体用标积极

性，提高用标覆盖率，进一步发挥地

理标志品牌效应。

青海省新增青海省新增2424家企业家企业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本报记者 陈 晨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把促进就业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改善民生的头等

大事，通过实施产业发展拓岗行动、组

织转移就业增收行动等 9项行动 44条

具 体 举 措 ，着 力 促 进 就 业 工 作“ 量 ”

“质”同步提升。

截至 6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6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0%；

城镇调查失业率较 5 月份大幅回落，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5%以内的较低

水平。

围绕就业服务难点、痛点、堵点问

题，先后印发《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工程

实施方案》《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指

南》，从完善就业服务职能、强化人力

资源供给、优化办事流程等方面不断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满足各

类劳动者就业服务需求。

服务有温度、就业有保障，高原儿

女的就业幸福路越走越宽。

枸杞采摘忙
务工有“钱景”

炎炎夏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德令哈安祥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千

亩枸杞基地里，红艳艳的头茬枸杞压

弯了枝头，采摘工马琪正细心地采摘

着鲜果。

“早在 7 月初的时候，我就向合作

社的人打听今年什么时候招工，当听

说头茬枸杞快熟了，就立马和同村的

人一起买票来了德令哈。今年枸杞的

长 势 好 ，我 觉 得 自 己 的 收 入 也 不 会

少。”马琪说。

采摘工马琪是海东市平安区石灰

窑回族乡唐隆台村人，今年是她第四

年来海西采摘枸杞。工作时，只见她

一手抓住枸杞枝条，一手快速采摘果

实，很快脚边的桶里就装满了枸杞鲜

果。凭着熟练的采摘技巧，马琪去年

的收入有 5000 多元，这让她对今年的

采摘务工充满了期待。

火红的枸杞，不仅给当地农户带

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越来越多的当

地及外来务工者尝到了增收的甜头。

目前，德令哈安祥枸杞种植专业合作

社已进驻枸杞采摘工百余人。

“今年合作社种植了 2000 亩（约

133 公顷）枸杞，按照一个工人采摘 2
亩（约 0.13 公顷）的量来计算，大概需

要 1000 名采摘工。”德令哈市安祥枸

杞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福文告诉

记者，未来一周，除了本省的务工者，

还会有四川、宁夏、河南等外省区的采

摘工陆续到来。

据统计，今年海西州枸杞种植面

积达 45 万亩（3 万公顷），枸杞采摘工

劳务需求达 9 万人次。青海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坚持开展枸杞采摘劳

务对接活动，不仅为柴达木枸杞产业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也

为农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拓

宽了渠道。

“提着桶走进枸杞地，就有收入。”

这句话是“海西枸杞采摘”劳务品牌对

经济带动的生动写照。如今，“海西枸

杞采摘”已成为与“青海拉面”“青绣”

齐名，且具有地方特色的省级优秀劳

务品牌。

依托枸杞产业，我省每年可直接

创造劳务经济近 7 亿元，将稳定带动

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约 9 万人，人

均短期收入达 7000 元以上。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表示，将进一步强化

省内市（州）、县（区）间劳务协作交流，

广泛搭建劳务用工对接平台，多渠道

促进农牧区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动力

转移就业增收。 （下转第十版）

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长达5米的中华鲟模型和1.4米的胭脂鱼模型吸引观众驻足观看。
本报记者 郭靓 摄

春季招聘会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