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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大柴旦行委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化政治引领，

狠抓生态文明建设，聚焦“绿色循环

生态宜居”战略定位，持续推进污染

防治攻坚、绿色发展、问题整改等重

点工作，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共 筑 生 态 文 明 。

深入企业发放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册，

开展培训，组织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

位向管理标杆企业学习；前往学校开

展环保主题宣传教育，引导学生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发挥小手牵大手

宣传带动作用。

紧 盯 重 点 难 点 ，狠 抓 工 作 落 实 。

实施好草原生态补偿、水源地保护等

生态建设工程，加大城镇绿化和封山

封育项目建设力度；巩固扬尘治理、工

业污染治理、燃煤小锅炉淘汰等行动

成果，推进清洁取暖“煤改电”，落实建

筑施工单位控尘措施；落实生活污水

处 理 设 施 在 线 监 测 和 季 度 检 测 等 要

求，压实河（湖）长制责任。

突出问题导向 聚焦整改提升。制

发《关于落实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反馈

意见整改分工方案》《州委第三巡察组

专项巡察生态环保情况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明确牵头领导及责任部门，确

保及时建账销号；开通 24 小时环保投

诉热线，接受群众需求、投诉、举报，并

及时反馈处理。 （柴组轩）

大柴旦：“党建红+生态绿”谱写生态环保新篇章

西宁市城北区以推进作风建设和

能力建设工作为契机，立足辖区群众

所需所盼，通过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服

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能

力，全力以赴用“微实事”撬动“大民

生”，竭尽所能用“真行动”夯实“大根

基”。

城北区二十里铺镇党委紧盯花园

台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积极争取专项

资金 421 万元用于生活污水治理，有效

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村庄功能定位相结

合，环境整治过程让村民参与、成效让

村民检验、成果让村民受益，让美丽乡

村既有“颜”又有“涵”，目前工程项目已

全面动工。朝阳街道党工委依托“一站

四诺七服务”工作模式，积极发挥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职能作用，推动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与作用发挥同频共振。

通过设立 8个建档立卡信息采集点，全

面摸清人员底数，精准建立退役军人信

息台账，已完成建档立卡优待证业务办

理 900余人。

城北区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推动居民点单、社区交单、单

位下单、干部接单、群众评单的“菜单

式”服务走深走实。 （城北组）

以有力举措推动为民服务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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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西讯 （记者 苏烽 马振
东） 9 月 11 日，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获悉，2022 年 9 月

10 日 0 时至 24 时，海西州新增 9 例核酸

检测阳性人员，其中格尔木市 6 例，德

令哈市 3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以上人

员均系隔离管控中发现，目前均已转至

定点医疗机构。

海西州新增海西州新增99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本报玉树讯（记者 程宦宁） 9 月

11日，记者从玉树藏族自治州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

部获悉，9月10日0时至24时，玉树州新

增3例无症状感染者，均在囊谦县集中隔

离管控中发现，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

玉树州新增玉树州新增33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本报西宁讯（记者 倪晓颖） 9 月

8 日，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获悉，为巩

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城西区发

改和工信局立足本职，突出重点、靠前

服务，积极稳妥推动复工复产，确保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

城西区发改和工信局严格按照省

市区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统筹安排人员

下沉辖区商场超市，对辖区主管行业开

复工、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进行

督导检查，确保辖区各大型综合体、重

点超市等查验双码及核酸阴性证明、保

持安全距离、消杀防护等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并督促商超在人员密集时实

行错峰、限流等措施，确保安全有序购

物。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力推

动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目前，63 项政

府 投 资 项 目 ，开 复 工 48 项 ，开 复 工 率

76%；7 类 20 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复

工 18 项，复工率 90%。火烧沟生态修

复应急通道及道路管网建设项目，应急

通道已完成边坡治理桩基工程，正在加

工生产桥体钢箱梁结构。文苑小学建

设项目，教学楼已投入使用，正在进行

室外绿化、围墙等收尾工作，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98%。

西宁市城西区

稳经济保民生
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本报记者 苏 烽

秋日里，走进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都兰县第三小学，满目的向日葵

开得正绚烂，琅琅读书声从印有“用葵

花精神奠基健康人生”校训的主教学

楼传来，操场上不时传来孩子们欢乐

的笑语……

如同眼前的葵花般，在“园丁”的

辛勤耕耘下依旧绽放着美丽，这里的

孩子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也健康地成

长着。老师中，都兰县第三小学校长

李美璋便是坚守乡村教育一线，用心

用情用力育“桃李”的其中一位。

每年教师节之际，李美璋都会接

到很多祝福电话。“执教 19 年，每次听

到孩子们祝福的话语，总是感到很欣

慰很骄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一名

人民教师，李美璋从来不在乎在乡村

执教 19 年来付出了多少艰辛，因为每

当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容，看着学生

们一个个走出大山，曾经那一篇篇作

业的批阅、一天天甘于寂寞的钻研、一

夜夜甘于清苦的奉献都化作了甘饴，

沁润着她的初心。

2003 年 9 月，于湟源牧校（现青海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草原与饲草专业

毕业的李美璋，被分配到离都兰县城

14 公里的下滩学校担任代课教师，她

主动承担学校初中生物教学的任务，

虚 心 求 教 老 教 师 ，尽 可 能 地 把 书 教

好。“我是从农村出来的，看到这里孩

子们期待的眼神，我便有了心中的目

标。”李美璋回忆说。

披星戴月，骑着摩托车往返于学

校和县城，即便是难熬的冬日，李美璋

裹上军大衣，冒着风雪严寒也要按时

按 点 给 学 生 们 上 课 ，从 来 不 缺 席 一

堂。2006 年 9 月，代课期满的她，正式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开启了乡

村教育生涯。

坐落于香日德镇的都兰县第二中

学是李美璋正式执教的第一所学校。

由于当时学校师资力量有限，刚接任

历史课的李美璋要为全校的 7 个班级

进行授课，这对年轻的她来说，是个不

小的担子。

“在乡村学校，几乎每位教师都要

承担多门授课任务，对于非师范生的

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意味着

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胜任。”李

美璋说。

起早贪黑，钻研教案，李美璋比以

往 更 加 努 力 ，每 天 都 要 进 行 课 后 总

结 。 从 刚 开 始 模 仿 老 教 师 的 教 课 方

法，到后来得心应手教授历史课程，这

位自嘲为“杂牌军”的历史老师，渐渐

成为了学校的骨干力量。

“打铁还需自身硬。”从站上三尺

讲台开始，李美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

格 要 求 自 己 ，坚 持 以 德 立 身 、以 德 立

学、以德施教，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工

作，务实奉献。十几年来，她多次荣获

省、州、县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教学

能手等荣誉称号，2019 年，荣获全国优

秀教师荣誉称号。

“最近你爸妈都忙什么呢？”“这周

上的新课，能跟得上吗？”“有没有开心

的事，和我说说啊……”工作中，李美

璋常常利用班会或是课间与学生们交

流 ，关 注 他 们 的 思 想 动 态 和 心 理 情

况。她细心呵护着每一位学生，给学

困生帮扶，对于后进生，采取多鼓励少

批评的方法，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他

们的每一次过失；用期待的心态去等

待他们的每一点进步；用欣赏的目光

去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闪光点。

“山区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和交

流，我就用我的经历和他们谈心。心

结打开了，就更能专注于学习。”尤其

是在担任班主任的那九年时间里，她

几乎每天都和学生们相伴，上课时是

学生们授业解惑的老师，下课后是无

话不谈的朋友。2015 年 12 月，由于工

作业绩突出，管理有特色，李美璋调入

都兰县第三小学任教小学数学，兼任

教学管理工作。

“小组合作、小升初专题、综合复

习、培优补差等都是我经常使用的教

学方法，可是不够理想的考试成绩让

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对孩子们的期

望过高？……”她的办公桌上，摞着一

沓教案，每一份都是她亲笔所写，每一

次课后她都会反思，不断改变教学方

式，用新的观念和理论让课堂充满知

识性和趣味性。

作为小学数学教师，数年来，她兢

兢业业，刻苦钻研，研究教法，认真备

好每节课，以饱满的热情面对学生，完

成教学任务，所带班级的优秀率、及格

率及均分均居全县前列。

葵花总是向阳开。2017 年，都兰

县第三小学立足农村寄宿制学校教育

模式，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根基，建设以

向日葵文化为标志的特色发展体系。

这让爱钻研的李美璋兴趣盎然，在她

心里，那份最初的愿景——让农村孩

子享受到更为全面的教育和关爱总是

挥之不去。

将教研观念从单一的校本培训变

为以“葵花文化”为核心的校本教研、每

学年春秋两学期开展“葵花文体艺术

节”和“葵花教学节”，组织开展“葵花园

丁”培养计划……几年来，她把自己的

心血和汗水、智慧和力量、激情和干劲

倾注到学校“葵花文化”的打造上。

如今，都兰县第三小学开学的第一

堂课便是李美璋引以为傲的“葵花课

堂”，通过学习向日葵向阳生长的特点，

培养孩子们“向上、向阳、向美、向善、向

勤”的品质，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阳光

朝气、积极进取、团结友爱的精神。

新学期，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李美

璋看着整齐划一的校舍，看着醒目的

葵花文化标志，看着操场上那群快乐

的孩子，她知道，迎接她的挑战还有很

多，她仍将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做事，

认认真真育人，始终坚守着那份初心，

坚定地行走在教书育人的路上……

——记全国优秀教师李美璋

守得守得““葵花葵花””向阳开向阳开

李美璋在课堂上面对面给学生指导批改作业。 本人供图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换位体悟”专项活动，通过转

角色“沉浸式”体悟解决急难愁盼、换

岗位“互动式”体验提高行政效能、明

流程“场景式”体察优化办事流程、提

效能“探究式”体会提升干部能力，让

民生服务走心更走实，让县域发展有

温度更有质感。

活动期间，县级领导累计开展转

角色活动 190 余次，并向各乡镇各部门

交办各类民生问题 120 余条。科级及

以下干部全领域多批次开展转角色活

动 700 余 次 ，发 现 并 整 改 问 题 380 余

个。全县各级领导和干部开展换岗位

活动 400 余次，发现各类民生问题 190

余个，对问题实行清单制销号管理，确

保问题整改全部落实到位。各级领导

干部累计开展走流程活动 320 余次，发

现并整改问题 140 余个，优化政策制定

“最初一米”，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假如我是服

务对象”主题研讨活动 50 余场。认真

实施“理论学习强化行动”“通用能力

提升行动”“业务本领锻造行动”三大

行动，在学思践悟中提升能力、补齐短

板、推动工作。

（通组）

大通:“换位体悟”换出为民服务新气象

（上接第一版）

苍茫祁连山：
科技赋能 共建共享

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管护站，记者

有一个直观而又深切的感受——管护

队伍年轻化和巡护的科技化，这里的保

护更具合力，并且涉及到开设自然教育

课堂、设立动物救助站、建设祁连山科

普馆等涉及保护生态的方方面面。

祁连山最东端的寺沟管护站，84 名

管护员中“90 后”占了 12 人，还有一名

“00 后”。在青阳沟管护站，有一支 32
名女性组成的女子管护队，她们其中也

包括很多年轻女孩。这让我们知道，具

有激情才干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有志青

年是推动环保事业的重要力量，绿水青

山更需要体力、脑力都跟得上的年轻人

参与，需要人们共建共享、共同参与。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拉洞管护站，

宋建华和其他管护员正使用无人机巡

山。宋建华表示，与传统的依靠步行或摩

托车进行巡护的方式相比，无人机不仅能

扩大巡护范围，巡护到仅靠人力所不能及

的死角和盲区，而且通过清晰精准的画面

能够更好地实行监测，帮助他们更好完成

工作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6月，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建立祁连山

国家公园首支无人机管护队伍，自此开启

了空中巡护监测新模式，有效提升生态巡

护的广度深度，实现生态巡护全覆盖。

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基地内

的大数据管理平台共设置了生态资源、

生态管护、生态科研等 8个模块，通过系

统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新一

代信息技术，能够初步实现国家公园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精细化、动态化、体

系化管理，这对于国家公园实现高效的

保护管理、科学的资源保护、精准的日

常巡护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内的无人

机使用还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长期科研

基地内的大数据管理平台，这都能够说

明科学技术为传统巡护工作赋能，并且

在当地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碧波青海湖：
鸟鱼欢唱 歌咏绿色

8 月 11 日，夕阳西下，记者一行走

进美丽的仙女湾。只见如碧玉般的湖

水在微风的吹拂下泛着清澈的微波，棕

头鸥、普通燕鸥等鸟儿有时在碧空中翱

翔 ，又 有 时 扑 棱 着 翅 膀 款 款 栖 息 在 湖

岸。

“黑颈鹤和大天鹅这两种物种是仙

女湾这里的标志性鸟类。仔细听，在这

确实可以听到许多鸟叫声，你们可以直

观感受到青海湖周边的生物多样性的

丰富度。”鸟儿啾啾、婉转动听，它们在

歌咏绿色、歌唱生命。

“仙女湾就是青海湖区域最典型的

高原湿地景观。青海湖的生态地位极

其重要，被称为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

全的一个重要水体。它有效地阻止了

西部荒漠化向东部蔓延，起到了天然屏

障的作用，我们也把它称为大西北的气

候加湿器，这里也是青藏高原生物多样

性宝库。你们看，在这里可以看到华扁

穗草、委陵菜、海韭菜、水杉藻等典型的

湿地植被，它们构成了整个良好的湿地

生态系统。”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

局旅游管理处处长陈德辉娓娓道来着

青海湖生态地位的重要性，他介绍其独

特的高原“草—河—湖—鱼—鸟”共生

生态链具有生态系统典型性、系统性、

原真性、完整性和国家代表性。

在今年 4 月 25 日，国家公园管理局

批复同意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

作，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进入创

建阶段，这在青海湖发展历程中具有重

大里程碑意义。

谈到全面推进青海湖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青海湖景区保

护利用管理局将坚持以流域生态一体

保 护 为 基 础 ， 以 水 生 态 安 全 为 核 心 ，

以生态系统一体化综合治理和生态修

复为导向，着力推进青海湖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和综

合治理，积极开展生态保护社区共管

模 式 ， 建 立 起 “ 机 制 共 建 、 义 务 共

担、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共享共治

模式。同时，坚持以高质量绿色发展为

主线，着力打造青海湖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另外，将不断完善青海湖生态旅

游、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等规划体系建

设，依托鸟岛观鸟基地、普氏原羚科研

救护中心和哈尔盖普氏原羚监测教育

基地构建全国重要的生态体验和自然

教育平台。

国家公园之行：心随江源归自然

（上接第一版）“法医是一份神圣的职

业，不但要充满正义感，而且要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

鲁斌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和利益放

在心上，一次又一次地攻坚克难，破大

案、破要案、破难案，坚决打击违法犯

罪。近年来，他通过梳理各种陈年物

证，重新进行检验，利用DNA技术先后

破获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

案要案。

破案不分大小，只要是和群众有关

的案件，就一定要侦破。2018 年，青

海多地发生攀爬入室盗窃案件，短短

3 个月同类案件量多达 140 余起。鲁斌

接到任务后通过现场重建，在不起眼

的物证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及时打掉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攀爬入室

盗窃团伙，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100 余万

元。

2022 年 2 月 1 日凌晨，西宁市湟中

区李家山镇发生一起恶性案件，鲁斌在

现场大量的血迹中发现一滴血的形态

有别于其他血迹，他大胆判断此处血迹

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所留，立即安排

检验比对，检验结果验证了他的判断，

经比对找到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案件最

终顺利告破。

鲁斌始终心系群众安危冷暖，积极

回应群众期盼，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

坎上。2021 年，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他还积极与青海各地的社

会福利院、救助站联系，先后为 52 名遗

弃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了 DNA 信

息比对，帮助其实现身份识别，解决后

续社会保障问题。

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团圆”行动以来，鲁斌主动作为，通

过DNA技术陆续找回了西宁市城东区

1988 年丢失 33 年的苗某某等 13 名失

踪儿童，为走失儿童家庭实现了团圆

梦。失散儿童的亲属们激动不已，纷纷

拿着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其实在“团圆”行动启动前，省公安

厅刑事警察总队开展DNA检测工作以

来，鲁斌就和当地救助站及一些福利院

合作，通过 DNA 比对为部分流浪人员

找到家人。在目睹一个个父母与孩子

失而复得的场景后，鲁斌从警的初心愈

发坚定，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公安工作

的意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涵。

在为期 3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鲁斌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特长为专案

做支撑，先后为各专案组提供法医损伤

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20
余份。多年来，他累计检验案件 3800
余起，为 2700 余起案件侦破提供了依

据，无一起案件出现瑕疵、错误。这些

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数字，是他“为

死者言，为生者权益”职业理念的最

好体现。

鲁斌深知法医成长之不易，肩负

着青海法医“传帮带”的使命，由他

指导的多名年轻法医不断历练，快速成

长为本地法医骨干。“刑事技术员，一定

要有一股拼劲，更要不断学习新的刑事

科学技术。”

鲁斌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工作中，他是一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的法医，放下解剖刀，他是一位受同事

和领导称赞的专业学者。近年来，他先

后撰写了《青海蒙古族 15 个 STR 位点

遗传分析》《头颅孤立性骨囊肿尸检一

例》《确定前额发际鉴定伤情一例》等多

篇学术论文；2019 年 2 月，他参与获得

实用新型的国家专利一项（授权公告号

CN 209501886 U）；2020 年 6 月，由他

参与设计的“骨骼粉碎器示范应用”-
2020SSTG0507，被公安部确定为 2020
年度刑事技术“双十计划”推广项目立

项项目。

“珍惜荣誉唯有奋斗，今后我将始

终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总要求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

目标和方向，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

严格要求自己，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更加

有力的技术支撑，倾尽一生做让党放

心、让人民满意的好警察 。”鲁斌坚定

地说。

做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好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