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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雪萌） 1 月 16
日，记者从省直机关工委了解到，为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省总工会部署要

求，把党和政府、工会组织的温暖及时

送到广大干部职工心坎上，确保广大干

部职工度过欢乐祥和的元旦、春节，近

日，省直机关工委开展了“2023 年两节

期间送温暖活动”，对省直机关单位 261

名干部职工和青海湖旅游控股有限公

司进行慰问。

据了解，省直机关工委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共安排工会经费 65.5 万元。

对患有重大疾病住院和手术、遭受各类

灾害或突发意外、工伤残疾或因公牺牲

的干部职工家属和艰苦环境工作一线，

以及在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干部职工和家属开展送温暖

慰问活动。同时，把送温暖活动与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

来，与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结合起来，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广

泛开展了有特色、接地气的宣传、宣讲

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省直机关工委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省直机关工委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 芈峤） 1 月 10 日，

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优质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工作，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本月 10 日正式发布《青海省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实施有效期 3 年，

同时废止《青海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自 2022年

8月 1日起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

育管理暂行办法》，对优质中小企业、创

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概念进行明确定

义，明确提出优质中小企业培育的三个

梯度，不仅对评价认定工作进行规范，也

对培育管理提出了系统性要求，并提出

要提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的系

统化、规范化和精准化水平。此次制定

的我省《实施细则》，是在国家暂行办法

的基础上，结合我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工作流程和中小企业发展实际，进行细

化和规定，不仅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认定要求，也更加针对我省中小企业

申报、认定和管理工作。

《实施细则》正文共五章二十四条，

分别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创新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定义和梯度培育要求、各

级工信部门的职责分工，提出了企业申

报、评价认定和管理的流程要求和标

准，强调了梯度培育的原则、内容和方

式，指出了企业培育的各类扶持措施。

与2021年《管理办法》相比，《实施细

则》新增了梯度培育的概念和要求，提出

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更加明确了各梯度培育的具体内容和量

化要求。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了线

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要求申报

和认定企业在提交线下申报资料的同时，

需在培育平台线上填报企业申报资料，并

由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逐级审核推

荐。目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已按照《实

施细则》规定，启动了青海省第一批创新

型中小企业的申报认定工作。

另外，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已认定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继续有效，有效期按照认定文

件执行。

我省发布我省发布《《青海省优质中小企业青海省优质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

本报讯（通讯员 青组 记者 郑思
哲） 1 月 16 日，省委组织部会同省民政

厅、省卫生健康委等 6 部门在西宁召开

全省在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更好发

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电视电话会

议，对在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更好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加强村

（居） 民自治组织服务功能、做好医疗

救治和资源准备等工作作出全面安排

部署。

会议强调，各级组织、民政、卫健等

部门，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具体要求上来。要摸清

底数，精准掌握信息；做实服务，优化保

障措施；抓细管理，实施精准防控；加强

宣传，强化自我防护；科学统筹，确保工

作有序。要重点突出农村牧区，统筹做

好城市社区和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保健康、防

重症”和“省负总责、市抓调度、县乡村

抓落实”工作要求，强化县乡村三级组

织联动，确保疫情防控政策和重点任务

高效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

工作的质量水平。

我省召开在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我省召开在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
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会议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会议

本报讯（记者 董洁） 1 月 15 日，

记者从青海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为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

会议和省安委会全体会议对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要求，切实抓好

国务院安委会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重大

隐患专项整治和督导检查各项部署要

求落实落地，省安委会部署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确保岁末年初安全形势持

续平稳，近期全省未发生较大以上事

故。

各 地 区 、各 企 业 主 要 领 导 研 究 部

署，加强督促检查，分管领导认真履行

职责，深入一线开展督查，组织开展各

地区、各行业领域的安全自查、专项排

查和督导检查，从严从细抓好岁末年初

安全防范各项责任措施落实。截至目

前，8 个市州自查督查企业 6273 家次，

排查问题隐患 6543项，整改率 86.7%。

2022 年底开始 ，省安委会组成 10
个督查组开展全省安全督查，其中 8 个

督查组分赴市州分片包干督导检查，1
个综合督查组赴中央企业进行抽查督

查，1 个暗访组开展暗查暗访。各检查

组充分运用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四不

两直、明查暗访、受理举报等方式开展

督查。

针对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重点工作、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冬春

火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能源保供安

全、极端恶劣天气安全防范、企业复产

复工和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依法依规查

处事故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督查。

各级督查组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基

层严督细查，加强重大隐患标准阐释服

务，提高督导检查成效；督促地方政府

和企业深入查找事故易发的重点场所、

要害部位、关键环节存在的各类事故隐

患，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及时有效处

置。截至目前，省安委会 10 个督查组

督查抽查企业 103 家次，排查问题隐患

795 项，整改率 78.4%；各重点行业部门

共 排 查 督 查 组 62 个 ，督 查 抽 查 企 业

1476 家次，排查问题隐患 954 项，整改

率 75.6%。

省安委会深入一线省安委会深入一线
全面细致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细致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本报记者 何 敏

辞别旧岁，步入新年，青海的天空

依旧湛蓝，河湖依旧澄澈，山川依旧壮

美。

回溯往昔，一句句谆谆嘱托萦绕

心间。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

海考察时，来到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并提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

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的

重大要求。

抚看今朝，一组组监测数据令人

欣慰：

2017 年 8 月，“青海生态之窗”在

可可西里拍摄到 3000 余只藏羚羊通

过回迁通道，通过观测镜头可以看出

有的藏羚羊身体健壮，有的幼小瘦弱；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在 果 洛 藏 族

自治州玛多县野马岭，3 小时记录 520
头藏野驴集中觅食、活动的壮观场面；

2018 年至今，在玉树藏族自治州

巴塘河、扎曲河沿线拍摄到 500 多段

欧亚水獭活动影像及数千张照片；

2022 年 9 月 7 日 ， 在 青 海 湖 北

岸拍摄到数十只普氏原羚在集体觅

食……

“六年多时间，我们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持续实施青海生态之窗建设工程，观

测点位由原来的 6 个扩建到 76 个，实

现了对全省典型区域生态类型、自然

景观及野生动物等，远距离、大范围、

全方位实时高清视频观测，在服务青

海特色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支撑作用凸显。”列席省

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青海省生态环

境厅厅长汤宛峰说。

汤 宛 峰 介 绍 ，自 2016 年 建 设 以

来，“青海生态之窗”观测收集到大量

生态观测视频数据，同时，积极探索

智能化、数字化管理模式，对藏羚

羊、普氏原羚、欧亚水獭等高原珍稀

动植物生存环境状况、生态习性变化

情况进行观测，为三江源物种调查、生

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

础。

辽远的三江源河谷纵横、冰川耸

立；绵延的祁连山积雪覆盖、玉琢峭

岩；浩瀚的青海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

……作为青海生态环境监测体系重要

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青海生态之窗”

实现了对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柴

达木和河湟谷地五大生态板块重点区

域生态景观的实时观测，加强了对冰

川雪山、草原湿地、河流湖泊和珍稀野

生动物的视频监测。

长 江 源 玉 珠 峰 南 坡 观 测 点 海 拔

5200 米、黄河源鄂陵湖观测点海拔

4200 米、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观测

点海拔 3700 米，将这些人迹罕至区

域的自然生态环境转变精确捕捉并记

录下来，已经不是依靠人眼能够办到

的事情了。但是依托“青海生态之

窗”观测点位选址绝大多数在高海拔

地区、其中不少观测点位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独特优势”，青海省

生态环境厅在三江源、可可西里等无

人区“安插”了无数双小巧而神秘的

“慧眼”，让“目行千里”的美好愿景

变为现实。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2020 年 9 月 至

今，‘青海生态之窗’持续加强木里矿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视频观测点位建

设工作。在前期建设了 11 个高瞭望

观测点位、矿区矿坑边缘 9 个自建观

测点基础上，2022 年又新建观测点位

10 个，观测点位累计达 30 个，形成对

木里矿区采坑和渣山生态修复整治工

作全过程多角度的视频观测，目前已

积 累 时 长 超 过 1000 小 时 的 影 像 档

案。”汤宛峰介绍到。

牢记嘱托，使命必达；笃行不辍，

未来可期。

站在新的起点上，汤宛峰对进一

步优化“青海生态之窗”功能和定位，

不断完善青海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

设等工作有着初步考虑。他表示，新

的一年，将持续做好全省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以科技手段切实守护好

“中华水塔”。同时，不断提升“青海生

态之窗”监测数据智慧应用、系统提升

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能力；继续打造

“青海生态之窗”生态文明宣传阵地，

加强典型物种生物多样性观测和宣

传，让社会各界通过“青海生态之窗”

这个开放平台，更多关注和更加深入

了解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新成就。

建好建好““生态之窗生态之窗””
守护守护““中华水塔中华水塔””

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在开展实时观测工作。 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本报记者 张子涵 整理

我叫香巴，今年 30 岁，是玉树藏

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牙曲村的一名

生态管护员。2022 年是我加入到管

护员队伍的第六年，时间流逝，我也亲

眼见证了身边的生态环境发生的新变

化，童年中那个水草丰美、天空蔚

蓝、牛羊成群的家园也正在变得越来

越清晰。

还记得六年前当我第一次穿上管

护员制服时，我难掩内心的喜悦，身

旁的同事都说我“脸上笑开了花”，

喜悦是因为对全新工作的满满激情，

也因为自己能参与环保事业来回报家

乡，从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到

现如今的管护员队长，六年来，我的

脚步遍布了阿日琼藏山的每一处角

落，见过草原上最美的日升日落和最

凶猛的狂风暴雪，虽然每次的巡护路

线都是固定的，但我还是“百巡不

厌”。

2022 年 我 们 村 组 织 了 三 次 集 体

捡拾垃圾活动，全村的人一起参与，不

论男女老少大家热情都很高涨，戴好

手套，手里再拿一个垃圾袋，大家就从

村里出发了，走一路、巡一路、捡一路，

从塑料瓶到食品包装袋再到破损的铁

丝网，每次清理出来的垃圾都能用小

货车装满满一车，我感觉这样的活动

非常有意义，因为村民们既能体会到

我们工作的“日常”，又可以在活动中

提高环保意识，还能用实际行动保护

环境，真是“一举三得”。

除此之外，2022 年队员们还成功

救助了一只藏野驴，最先是村里的老

乡发现的这只藏野驴，然后老乡马上

联系到管护员，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当时藏野驴正被围网栏困

住无法行动，随后队员们拿出工具剪

断铁丝救出了那只藏野驴，队员们还

给它做了仔细地检查，确定没有严重

伤之后就放归了。

我们村子一共 2000 多人，虽然人

多但大家的环保意识却一点都没落

下。作为管护员，我们每次在巡护过

程中都会给当地的村民们宣讲绿色生

态思想，老乡们非常支持我们，甚至有

的老乡还会跟着我们一同巡护一段路

程，说能为家乡变美做贡献很开心。

今年 70 多岁的购西文德就是环保行

动的积极分子，别看他年龄大但参加

起环保活动来却是一点都不含糊，捡

拾垃圾、拉横幅宣讲等活动他都会全

程参与。

索加乡是英雄杰桑·索南达杰的

故乡，他是我永远的偶像，他的故事深

深地感动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的精

神也必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

前。现如今，我已经是村委的副主任，

村上也有了 600 多人的管护员队伍，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让我们对生态

越变越好的承诺更加有了底气，在新

的一年里，我希望有更多人主动参与

到保护生态的队伍中来，守护好我们

共同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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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机务段检修车间，检修人员正在对电力机车进行整备。
为确保春运期间列车运行需求，自1月7日起机务段检修人员将开展为期45天的春运机车检修，期间对218台配属的

电力机车进行维护检修。车间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为春运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陆广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