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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成砚

一排桌子，几把椅子，临时搭建的

义诊服务台前，一声声关切问候和贴

心服务温暖了牧民群众的心，也温暖

了这个寒冷冬日。

1 月 11 日，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

久治县县政府广场，久治县人民医院

联合当地县藏医院，为到场牧民群众

提供了健康咨询义诊服务，现场开设

了儿科、内科、眼科、中医科及血压、血

氧饱和度免费测量诊疗通道，尽管气

温低至零下 10 摄氏度，前来就诊咨询

的牧民群众却络绎不绝。

“ 您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阳 过 了 吗 ？”

“咳嗽持续多久了？”“最近是否有胸闷

的情况？”

站在义诊服务台前，今年 11 岁的

索南央宗，向眼前的白衣姐姐指了指

自己的嗓子，当地医疗专家现场为她

进行听诊检查，确定女孩目前患有扁

桃体炎及上呼吸道感染，在开具药方

后，医务人员为她发放了感冒清热颗

粒，并就新冠康复期的注意事项及疗

养，一字一句耐心叮嘱陪同索南央宗

前来就医的奶奶。

在义诊现场，每一位到场就诊的

牧民群众都感受到了医务人员的热情

与贴心，负责诊断的医疗专家们不仅

现场仔细指导，还将重点写在了处方

上，遇见患者耳朵听不见都要一连讲

几遍，直到患者脸上显露出一丝会意

的微笑。义诊时间持续近三个小时，

到场接受义诊的牧民群众对医务人员

耐心细致的医疗服务和工作态度竖起

大拇指。

久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索南尖措

告诉记者，义诊活动当天共有 8 名专

家、23 名医务工作人员参与诊疗服务，

其中包含 5名青南支医医疗专家，现场

受益群众达 750 余人，免费发放 32 种

各类药品及中药 580 副，价值约 25000
余元，可以基本满足牧民群众新冠康

复后各类基础病诊疗需要。

自 1 月 8 日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

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后，疫情防控

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

重症”。为全力做好牧区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的防护和救治，连日来，久治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安排久治县卫健

系统组织人员深入开展“传党情送温

暖 保健康、防重症”送医送药暖心服

务，以实际行动回应了群众的所急、所

忧、所盼。

白玉乡地处久治县西南部，距离

县城 120公里，山高坡陡，路程远，对于

村里的大多数高龄老人来说，出行极

其不方便。为了给牧民群众提供便捷

的医疗服务，义诊团队送医送药送健

康下乡到村到户，把健康送到群众家

门口。

半个月前，84 岁的白玉乡牧羊村

村民忠措，在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发

烧、咳嗽等明显症状。为保障像忠措

老人这样的基层重点人群生命健康安

全，久治县依照“健康监测、分类管理、

分级诊疗、有效救治”的原则，充分发

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

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对辖区 60 岁

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孤寡老人、严重

基础疾病患者等特殊重点人群进行摸

排和登记造册，安排家庭医生团队实

行“一对一”联系服务。当地家庭医生

羊青拉毛每周三次上门诊疗送药，持

续监测老人健康状况。

1 月 11 日，在忠措家中，义诊团队

医生俄尕详细询问了老人近期的身体

状况和作息习惯，现场为老人进行了

听 诊 、测 血 压 、血 氧 饱 和 度 等 常 规 检

查。俄尕表示，除去血压偏高以外，老

人的身体已基本康复，目前已为老人

发 放 了 降 压 药 。 义 诊 团 队 亲 切 的 话

语，温暖的关怀，让忠措老人的脸上一

直洋溢着笑容。

久治县白玉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智

美曲扎表示，自“传党情送温暖 保健

康、防重症”送医送药服务活动开展以

来，当地牧民群众家中慢性病、常见病

药物储备明显增加，使当地广大牧民

群众充分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的关

怀，可以保障白玉乡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平安、祥和的春节。

截 至 目 前 ，久 治 县“ 传 党 情 送 温

暖 保健康、防重症”送医送药暖心服

务活动共出动医务人员 150 人次，累计

入户服务 60 岁以上老年人 1257 人，发

放中药包 2752 副，免费发放医用外科

口 罩 4420 个 ，免 洗 手 消 毒 液 148 瓶 ，

75%酒精 603 瓶，藏药包 10043 副，拐杖

250 个，健康急救包 330 套，生活用品

包 350 个，充分保障了久治县牧民群众

新冠康复期间用药物资供给，护佑了

群众生命健康。

久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谭庆

利告诉记者，久治县将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继续贯彻“保健康、防

重症”原则，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

施，继续开展此类活动，持续做好群众

特别是重点人群的就医用药服务保障

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

健康，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

护航。

守护牧民健康行守护牧民健康行 义诊活动暖人心义诊活动暖人心

久治县医务人员为群众进行义诊。 本报记者 石成砚 摄

本报记者 张子涵 程宦宁

俗话说：“数九寒天,三月九冷。”

每到此时，严寒便成了玉树藏族自治

州唯一的代名词，虽然气温很低但却

丝毫不影响昂江高涨的工作热情。

1 月 11 日上午 9 时，记者来到距离

玉树市 30 多公里的巴塘乡铁力角村，

“这个村是纯牧业村，牦牛就是大家的

‘摇钱树’……”快到目的地时，司机师

傅开始讲起村子的情况，随着车辆慢

慢往村里开，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这

时一个正在拿着农具的村民出现在视

线范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就

是昂江。只见他熟练地用铁锹将成捆

的饲草打散，并铲起其中一部分均匀

地抖落在一旁的空地，并且一直重复，

从他流畅连贯的动作中就可以看出昂

江是个“干活老手”。

看昂江一直在忙我们也没有上前

去打扰他，直到 20分钟过后，他将堆在

地上的饲草捆全部打散摊开，才有功

夫腾出时间来和我们聊聊天。

“今天天气真冷啊，晚上回去我得

给牦牛补补饲，免得它们饿瘦了。”昂

江指了指地上的饲草笑着说到。据了

解，昂江家有六七十头牦牛，在村里不

算养殖大户，虽说数量不多，但要想让

牦牛在整个冬季吃得好不掉膘，也不

是一件易事。

为 了 不 让 自 家 的 牦 牛 在 冬 季 掉

膘 ，昂 江 还 在 去 年 种 植 了 不 到 2 亩

（0.13 公顷）的饲草料，再加上入冬后

自己购买的 3000 多元草料，对于安稳

过冬昂江还是很有信心。“到时候如果

还不够，或是遇到雪情等灾害，草原站

和农牧局还会免费给我们发放草料，

所以今年冬天完全不用担心饲草不够

的情况。”昂江接着介绍。

跟着昂江来到了他们家的棚圈，

只见成捆的饲草就堆在棚里，一捆捆

地摞起来，就像一座小山，看过之后就

让人感到“安全感满满”，但如果遇到

下雪天气，去牧场放牧畜群不仅觅食

困难，还会发生从山坡上滑倒摔落的

情况，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以下雪天

村民们都会选择直接在棚圈给牛羊喂

饲草料，如此一来，充足的饲草料就能

够保证牧民安心过冬。

从昂江家出来后我们来到了巴塘

乡饲草料储备基地。这里是玉树市区

最大的饲草料储备基地，负责供给玉树

市 6个乡的饲草料补给，占地 3000多公

顷的基地内堆满了各种饲料，有鲜草、

燕 麦 还 有 颗 粒 饲 料 ，记 者 了 解 到 ，从

2022 年开始，该基地提前部署，圆满完

成各项草料种植、秋收、储备等任务。

巴塘乡饲草料储备基地负责人欧

周多杰说：“目前，巴塘饲草料储备基

地共储备了燕麦 3 万捆，为玉树市 6 个

乡已经发放了 2.6 万捆，在今年三月份

之前如果遇到雪天，我们还可以继续

发放，储备很充足。”

据了解，为扎实做好牲畜越冬饲

草料储备，玉树市积极引导各乡镇和

农牧民群众早动手、早安排，充分发挥

三级饲草储备体系作用，备好抗灾保

畜“储备仓”，切实抓好饲草料生产调

运贮备工作。同时，严格落实 24 小时

值班制度，确保牲畜越冬度春期间信

息通讯畅通，做到有灾报灾、无灾报平

安，保障玉树市畜牧业的饲草料供应。

除此之外，玉树市农牧和科技局

还将学习培训贯穿始终。从春种到秋

收，每到重要的时间点总会看见科技

特派员在各个村忙碌的身影，其实除

了进村手把手指导，这些“特派员”还

经常组织培训班等学习课堂，让广大

村民能够从学习中获益。

“截至目前，巴塘乡饲草储备基地

储备鲜草 6335 吨、调运储备颗粒饲料

333 吨 ，全 市 农 牧 户 圈 窝 种 草 储 备

4863 吨。同时，根据全市牧户需求，我

局已全面完成 3371 吨颗粒饲料调运工

作 ，为 全 市 牲 畜 安 全 越 冬 奠 定 了 基

础。”玉树市农牧局副局长李海松说。

饲草充足信心稳饲草充足信心稳 昂首新程底气足昂首新程底气足

饲草料储备基地工人正在堆放草捆。 本报记者 张子涵 程宦宁 摄

久治县义诊团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

（上接第一版）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试点，青海牢记国家使命，履

行“源头责任”，积极探索实践，组织实

施了一系列原创性改革，探索走出了一

条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彰显

三江源特点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总结三江源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

验，青海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

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守护好自然生态，保

育好自然资源，维护好生物多样性。

相对于三江源和祁连山，青海湖独

特的自然资源造就了独特的生态功能，

形成了特有的“草-河-湖-鱼-鸟”共

生生态链，极具代表性。

佳讯不断，2022 年上半年，国家公

园管理局批复同意开展青海湖国家公

园创建工作。

咬定青山不放松，青海从全国第一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成为中国首

批国家公园设立省份之一，从首个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示范省成为目前国家公园最多的省份，

国家公园已经成为了青海的新“标签”。

青 海 将 全 力 推 进 国 家 公 园 群 建

设。三江源国家公园启动实施全民所

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试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

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

祁连山国家公园加快智慧感知系统

建设，加大执法监督管控力度，提高科研

监测能力，加快生态文化成果输出。

青海湖国家公园推进生态网络感

知系统建设，推动本底调查和管理体制

建设，科学划定边界和保护分区。

昆仑山国家公园将全面启动创建

前期工作，开展综合科学考察、社会影

响评价、范围及分区论证等工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青海在国家公园示范省

建设中，积极开展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自然资源经营管理、现代化社区建设试

点，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形态，

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丰硕成果。

坚定不移做好“中华水
塔”守护人

2022 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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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青海在国际野生生物摄影

领域频频获奖，出自农牧民之手的生态

摄影展也在国内多地举办。这说明野

生动物越来越多了，生态管护员可以在

巡护途中拍摄到多种珍稀野生动物，从

一个侧面印证：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

加大，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生物多

样性有效恢复。

牧民拍摄的是动物，展示的是生

态，青海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当好

“中华水塔”守护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履行源头责任，体现干流担当，作出

江源贡献。

青海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安全屏

障，实施国土绿化提速三年行动计划和

巩固提升三年行动，推进木里矿区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天然林资源保护、

草原治理、荒漠化治理，林草资源总量

不断增加。

数据说明成绩，青海十年来累计完

成国土绿化271.1万公顷，完成防沙治沙

89.13万公顷，全省一半以上可治理沙化

土地得到治理，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高

至 57.8%。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数据显

示，青海湿地面积 510万公顷，占全国湿

地总面积的21.86%，面积居全国第一。

一手抓资源培育，一手抓资源保

护，青海推广“人防”+“技防”+“物防”，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打造“空天地”

一体化立体监测体系，青海林草资源越

管越多、越管越严、越管越好。

青海也将进一步科学推进国土绿

化高质量发展，实施《青海省科学推进

国 土 绿 化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 2025
年》，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等重大问题，推动形成“大绿化”“大

生态”格局。

坚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2022 年，青海省持续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展蓝天碧水保卫战百

日攻坚行动，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96.4%。

这些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国家大

气、水、土壤“十条”措施，坚决打赢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成为常

态。

2019年、2021年全国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效考核中青海名列“优秀”，西宁市

道路机械化清扫率由2013年的20.8%提

高到 90%，海东市从无到目前的 86%；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纳入北方

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水污染防

治由湟水流域向长江、黄河干流和青海

湖等重点流域拓展，在全国率先实现地

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目标；西宁市、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

成功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全

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全覆盖目标。

此外，统筹推进燃煤、移动源、大气

面源污染治理，淘汰燃煤小锅炉 363.78
蒸吨，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1.3万户，

淘汰高排放老旧车 5287辆。

系统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安排中

央及省级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20.59亿

元，在黄河、长江、澜沧江、湟水河及青

海湖流域实施 38 个水环境治理和水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

着眼生态环境保护，省委省政府制

定出台《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明确未来污染防治攻坚战

目标任务：到 2025 年，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全省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6.3％，长

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水质稳定在Ⅱ类及

以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年均水质稳定

保持Ⅲ类，西宁市、海东市建成区机械化

清扫率分别达到95％、90％，全省县级及

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

优于Ⅲ类比例为100％，实现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全覆盖，力争实现州府所在地“无

废城市”建设全覆盖。

莽莽昆仑、浩浩江源滋养华夏神州

生生不息，今天的青海，生态保护持续

发力，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向世人呈现

出一幅海晏河清、碧草连天、生机勃勃

的大美画卷。

青海：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本报讯（记者 于瑞荣） 1月13日，

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2022 年，

青海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

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最高

人民法院高度认可和肯定，共有 2 个集

体、4名个人荣获最高人民法院表彰。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授予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全国优秀

法院”称号，挂牌命名西宁市城北区人

民法院为“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

授予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刘永健“全国

优秀法官”称号。授予西宁市城中区人

民法院何亚峰、海南州贵德县人民法院

金银珠、黄南州尖扎县人民法院项杰端

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

青海法院青海法院22个集体个集体44名个人名个人
荣获最高人民法院表彰荣获最高人民法院表彰

近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

崖市组织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

展向“全国优秀组织工作干部”朱治国

同志学习专题活动，营造“学先进、强

信念、比赶超、出实绩”的浓厚氛围。

动员部署有“速度”。广泛动员全

市 76 个党支部 400 余名党员干部通过

电视、网络、手机等渠道，结合“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实时观看朱治

国同志生平事迹视频《用生命书写忠

诚》，并撰写心得感悟，做到精心组织、

稳步推进，不断激励督促广大党员干

部见贤思齐，迅速掀起学习朱治国同

志先进事迹热潮。

营造氛围有“广度”。创新信息宣

传载体，拓宽宣传覆盖面，依托党建微

信群、茫崖党建公众号、朋友圈等载

体，多层次多方位转发朱治国同志先

进事迹，让党员干部能够在指尖上随

时随地开展自主学习，在全市范围内

形成学习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实现

党员干部学习“全覆盖”。

学习榜样有“深度”。各基层党组

织通过座谈交流等形式，谈体会、讲感

悟，立足岗位职责，把向朱治国同志学

习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

合起来，不断淬炼奋进之心，以务实的

作风、过硬的素质将学习先进典型事

迹成果转化为推动茫崖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茫组）

茫崖：把握“三度”
掀起学习朱治国同志先进事迹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