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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西讯 （记者 苏烽） 11
月 30 日，以“金色德令哈，牵手迎亚

运”为主题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德令哈市与杭州亚运会同行

活动在杭州农都城城市厨房拉开帷

幕。

该活动由杭州 2022 年第 19 届亚

运会组委会办公室、浙江省对口支援

青海省海西州指挥部指导，海西州德

令哈市人民政府、杭州市拱墅区人民

政府主办，是德令哈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

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活跃德令哈

乃至海西州农产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动能，助推德令哈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有益尝试。

德令哈市作为青海省重要节点

型城市以及海西州和柴达木盆地的

中心城市，立足高原特有资源禀赋，

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高品

质输出地，此次活动正是东西部协作

的又一“硕果”。活动当天，德令哈市

进行了区域公共品牌推荐、直播线上

云游德令哈牦牛养殖空间、德令哈市

特色“牦牛全宴”申报吉尼斯世界纪

录项目等相关活动，并发布了德令哈

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和德令哈牦牛、藏羊首批合作平台，

吸引杭州浙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

江省农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

肉类协会等 8 家当地企业参与并达

成意向。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围绕德令哈

特色文化、美食、民俗等内容在杭州

市开展“吃不胖市集”“德令哈·德到

好物”“双十二线上直播带货”等活

动，向广大杭州市民推介“金色德令

哈”，提高德令哈的城市影响力和美

誉度。同时，将借助亚运“东风”，以

赛事为“舞台”，打破德令哈名特优农

产品“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局面。

““金色德令哈金色德令哈，，牵手迎亚运牵手迎亚运””
系列活动在杭州启动系列活动在杭州启动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王
国栋） 11 月 29 日，青海省电力负荷

管理中心揭牌成立，并举行青海电网

今冬明春负荷管理实战演练，为促进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不断

推进，电力负荷管理工作从应急转为

常态化。由省发展改革委授权，囯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成立了省电力负荷

管理中心。该中心主要职能是围绕

电力保供和市场化改革，常态化开展

用电负荷普查调研、监测分析，积极

探索市场模式下需求侧管理新模式；

支撑研究制定需求响应、有序用电方

案，开展电力负荷智能化、精细化、常

态化管理；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相关

政策技术研究，组织开展电力负荷管

理的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等工作。

囯网青海电力营销部主任李炳

胜表示，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的成

立，将实现全省电力负荷资源的统一

管理、统一调控和统一服务，持续开

展电力负荷精准控制和用户精细化

管理，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发挥重要

作用。

青海电网今冬明春负荷管理实

战演练由青海省能源局和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联合组织开展，是省电力

负荷管理中心成立后首次举办的负

荷管理演练。演练进一步强化系统

观念、压实保供责任、凝聚保供合力，

健全各级电力保供协同工作机制，确

保完成青海电网今冬明春电力保供

任务。

青海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青海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
揭牌成立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董
庆芳） 11 月 30 日，国网青海超高压

公司输电专业人员在细致巡查 750
千伏月海Ⅰ、Ⅱ线大风区段线路状

况，确保大风天气下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近年来，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积极

总结运维经验，从内部提升设备本质

安全水平，从外部强化精益运维管理

举措，“内外兼修”全面防范强风天气

造成的电网灾害，将线路故障由“被

动应对”转为“主动预防”。

国 网 青 海 电 力 将 风 害 隐 患 排

查、治理工作延伸到规划设计、工

程建设、线路验收、运维管理等各

个环节，落实各级人员责任，将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与日常生产工作

有机融合。

在 位 于 青 海 省 海 东 地 区 的 330

千伏公官Ⅰ、Ⅱ、Ⅲ线线路跨越高山

峡谷、居民村庄等，地理环境复杂。

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线路通道内

树木逐渐增多且生长速度快，在大风

天气下树木容易靠近导线引起线路

放电引发线路跳闸及火灾事故，跨越

村庄民房的线路易发生掉线故障危

及 群 众 人 身 财 产 安 全 。 2019 年 至

2021 年，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对该 3
条线路跨越村庄、林木区段完成迁

移、升高改造，有效预防了因风害引

发线路跳闸事件的发生。

目前，该公司持续加大电网运行

监测力度，全方位运用输电全景监控

平台监控设备运行状况，细致排查各

专业领域安全隐患，强化无人机自主

巡检查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

牢电网安全生产防线。

国网青海电力全力防范国网青海电力全力防范
输电线路风害故障输电线路风害故障

（上接第四版）吃的也是自家种的无污染

绿 色 产 品 。 如 今 口 袋 富 了 说 话 底 气 也

足，闲暇之余乡亲们健健身、下下棋、聊

聊天，说实话现在农村不比城里差。”

作为村里的老党支部书记，贾生源

亲眼见证了白家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几年村集体发展

越来越好了，2012 年发现我村有集中连

片富硒土壤，在区上大力支持下发展富

硒产业。不少在外出务工的乡亲又回到

家 乡 来 ，从事 温 室大棚种植 ，种植小油

菜、茼蒿等各类富硒蔬菜和葡萄、草莓、

人参果、桃子等富硒水果，还有的大棚种

植各色花卉，品类繁多、量足质优。周末

前来采摘果蔬、购买花卉的周边游客也

是 络 绎 不 绝 ，生 态 旅 游 也 带 火 了 咱 们

村。”

选对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近

年来，平安街道坚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以生态底色成就产业成色，拓

展“绿富双赢”振兴路，开发打造富硒采

摘、开心农场、教育种植研学基地、野营

基地、人工驯养野生动物散养基地、传统

特色农产品基地，大力补充完善全区乃

至全 省生 态文旅框架 ，升级版“ 开心农

场”让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饭”，不仅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贾永宁介绍，在探索乡村振兴道路

上，白家村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积

极融入省市区发展大局，坚持“富民”与

“强村”相结合，60 公顷土地上建成 262
座温室大棚，年人均纯收入达 4.5 万元；

充分利用政府下拨的 50 万元村集体经济

“破零”资金，实施光伏“造血”工程，采用

“支部+企业+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

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以来已收益 8 万

元，而今农民成为光荣的职业，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

据了解，为释放农耕文化情怀，深

挖乡村生活潜力，拓展乡旅产业深度，

打造符合本地特色农业生态系统，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白家村将以丰富

的自然资源为依托，把休闲垂钓综合园

项目与邻村沈家村“诗与远方农场”场

景化田园综合体项目有机融合，把“大

农业”与“大旅游”有机融合，倾力打

造农事文化体验一条沟，实现城乡互为

资源、互为市场、互为环境的文旅休闲

新地标。

“近年来，我们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

心，以群众共同富裕为目标，打出盘活已

有资源、补充空缺服务、三产提档升级、

加盟品牌商企、引导健康消费等‘组合

拳’的同时，在城市建设上提供一流精品

服务、生态建设上提供原始自然体验、经

济发展和城乡融合上走精细化个性化之

路，形成新市场开发、项目建设与已有市

场业态互为呼应格局，分阶段有步骤构

建有品位、有品质的乡旅休闲高地。”平

安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志坚表示，我们将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立足生态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础设施，

丰富产品体系，构建起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勇做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排

头兵。

“绿富双赢”小山村走向振兴路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11 月

27 日，记者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省管理局了解到，近日，“镜头中的国

家公园”摄影大赛活动评选结果公

布，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杨金

花作品《鸟瞰翡翠湖》荣获二等奖，签

约摄影师马海青作品《水上沙漠》荣

获优秀奖。

本次大赛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宣传中心、中国绿色时报社联合举

办，旨在充分展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成就，弘扬新时代

生态文明主旋律。青海省林业和草

原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

高度重视参赛工作，积极组织祁连山

国家公园海北州、海西州协调办、门

源县、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管理

分局以及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

会参与此次活动，共征集到 25 名生

态摄影师的 326幅作品。

近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各级管理部门充分依托祁连山

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以生态

摄影为切入点，突出生态摄影的积

极影响力，率先探索建立了祁连山

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队伍，目前已

累计签约省内外摄影师 77 人，建立

了签约摄影师管理制度和评价激励

机制。

同时，以设立生态摄影师工作室

等方式，为生态摄影师提供更加优质

的创作条件，提升摄影师归属感和荣

誉感，激发摄影师创作热情和宣传祁

连山国家公园的积极性。此外，通过

精心举办生态文化艺术展、生态摄影

沙龙、生态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为

摄影师创作交流搭建平台、提供保

障。签约摄影师们潜心拍摄，用镜头

解读祁连山的生态密码，2017 年以

来累计有 208 幅作品斩获 NWF 国家

野生动物摄影大赛、中国野生生物影

像年赛等国内外摄影奖项。通过宣

传优秀摄影作品，全面展示了祁连山

国家公园各族群众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精神风貌和积极推进生

态保护高地建设的良好态势。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两名签约摄影师作品荣获两名签约摄影师作品荣获
““镜头中的国家公园镜头中的国家公园””摄影大赛奖摄影大赛奖

本报记者 陈 俊 通讯员 李迎霞

时令“小雪”，走进海东市乐都区高

庙镇，广袤的大地上依旧呈现出一片生

机勃勃的景象，一座座铝合金钢架大棚

鳞次栉比伫立，在阳光下闪烁着银白色

光芒；蔬菜运输车辆正在有序装载和进

行全面消杀；勤劳的菜农忙着采摘，忙

并快乐着。

旱地湾村蔬菜大棚内，热气夹杂泥

土清香扑面而来，个大饱满、红绿相间

的 辣 椒 惹 人 喜 爱 ，菜 农 们 忙 着 采 摘 辣

椒。有的菜农娴熟的拿着铲刀采收成

熟的蔬菜，之后打捆、装框，整齐地排成

排，等待着运输车辆的到来，人人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大棚的好处就是一年可以种植好

几茬，春季通过育苗、卖苗增收，每座大

棚收入可达 2万元。现在我又通过种植

韭菜、香菜、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来提高

收入，除去成本，一年下来收入还是很

可观的。”90后种植户蒲庆平高兴地说。

在田间地头，区、镇两级的宣讲员

利 用 菜 农 们 休 息 的 间 隙 ，开 展 了 一 场

“ 沉 浸 式 ”宣 讲 ，他 们 用 乡 音 传 递“ 党

音”，把“书面语”变成“家常话”，让党的

二十大精神走进田间地头、走进群众心

田，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鼓足干劲、凝

聚共识，早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智慧和力量。

在旱地湾村的村道上，一辆辆运输

车辆穿行大棚外，并在指定位置装车。

看到村民们的蔬菜卖了出去，旱地湾村

党支部书记李孝业脸上露出了喜悦的

笑容。

“我们村上共有 960 座大棚，基本上

家 家 户 户 都 有 大 棚 ，收 入 也 主 要 靠 大

棚。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村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蔬菜滞销情况，经过高庙镇党

委政府沟通协调，积极搭建销售平台，

多方帮菜农解决销路，目前，我们村上

的韭菜基本销售完了。”李孝业说道。

从宁静祥和的村庄，到生机勃勃的

蔬菜大棚……初冬暖阳里，最澎湃的激

情在基层奔涌。

“这几年我们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由表及里、由

量到质的转变，农村道路越来越宽，环

境面貌越来越整洁，随着村庄颜值的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增强。”

旱地湾村一位老党员说：“党的二十大

开幕会那天，村上还组织集中观看学习

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党的领航掌舵，

我坚信我们国家会更加强大，人民会更

加幸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优先’二字，意味着国

家今后将出台更多惠农政策，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咱们今后的前景会越来越广

阔。”旱地湾村党支部书记李孝业高兴

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高庙镇因地制宜，坚持

将 果 蔬 产 业 摆 在 农 业 产 业 主 导 地 位 ，

结合乡村旅游建设，大力发展设施蔬

菜和特色林果采摘产业，让设施蔬菜

和林果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聚宝

棚”。

今年以来，高庙镇锚定“大棚产业”

目标，积极争取项目，在段堡子村、新盛

村新建深冬温室大棚 41座，目前大棚施

工建设正紧锣密鼓进行，各项施工进展

迅 速 ，成 片 蔬 菜 大 棚 整 齐 划 一 ，预 计

2023 年 1 月将实现首轮蔬菜种植。项

目建成后将带动项目村近 80 人就近务

工就业，每座蔬菜大棚年收益达 8万元，

纯收入 5万元。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新时代农村幸

福美好生活绘就了幸福蓝图，在今后的

发展中，高庙镇将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抓手，不断壮大

‘大棚经济’，把温棚果蔬产业逐步向科

学化种植、规模化发展、产业化经营，让

群众的腰包更充实，日子更红火，走出

一条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乐

都区高庙镇镇长王泰青说。

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未来，高庙镇

的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引领，坚定信心跟党走，一步一

个脚印向前行，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

慧把党的二十大重大决策部署付诸于

行动、见之于成效，让宏伟蓝图变成“实

景”。

蔬菜大棚成致富蔬菜大棚成致富““聚宝棚聚宝棚””

大棚里的乐都长辣椒。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乐组 李迎霞 摄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可鲁克湖—托素湖省级自然保护区采风时意外拍摄到国内罕见鸟类——印度池鹭。这
也是继2014年在新疆喀什被发现，2020年出现在大理剑湖湿地之后首次出现在青海境内。

印度池鹭（学名：Ardeola grayii）是一种中型涉禽，通常驼背。主要以甲壳类动物、青蛙、水生昆虫、鱼类、蝌蚪为
食。栖息于沼泽、稻田、池塘等水域附近，对于维持生态平衡、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我国“三有”保护动物之一。
分布于欧亚大陆及非洲北部，印度次大陆及中国的西南地区，中国新疆西南部地区，中南半岛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印度池鹭的出现，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种体现。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平时栖息在
沼泽湿地漂浮植物的水域的印度池鹭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严苛，此次在可鲁克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拍摄到印度池
鹭不仅增加了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种类，也为保护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监测、保护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通讯员 张富英 龚全明 摄

可鲁克湖首次拍到印度池鹭

本报讯（记者 郭靓） 为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全面提升药品

检验专业化水平和规范全省“两品一械”检

验检测工作的实际成效，11 月 26 日至 27
日，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药学会、省药检院

举办 2022 年度“两品一械”检验知识及实

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培训班，全省药品检验

机构、药品生产企业、部分医疗机构和科研

院校的药品质量管理及检验科研人员共

290余人参加线上培训。

培训班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及仪器设备

工程师，围绕中药质量与评价技术、中药指

纹图谱技术、青海省中药材及饮片质量分

析、中藏药材质量现状及藏药制剂发展思路

等内容，介绍药品检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

用，并通过视频讲解智慧检测理论体系操作

实例、创新药物研究及应用进展，展示了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逻辑和原理。

此次培训以药品检验基本知识为基

点，以药品检验创新理论为切入点，旨在推

动检验技术、创新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是全省推广药品检验创新方法学习应用的

一项具体举措，有助于全省药品检验能力

水平提升，医药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省药品监管局举办2022年度
“两品一械”检验培训班

全面提升药品全面提升药品
检验专业化水平检验专业化水平

菜农连夜收割大棚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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