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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咸文静 王 晶

同饮一江水，共话澜湄情。

3 月 19 日，参加 2022 澜湄万里行

“从大海到源头”澜湄六国青年溯源探

寻活动的各国青年来到了玉树藏族自

治州州府所在地玉树市。

站 在 海 拔 近 4000 米 的 当 代 山 山

顶，鸟瞰玉树新城，扎曲河、巴塘河穿

城而过，一座座色彩明快的藏式住宅

沿着山势向谷地蔓延开来，纵横交错

的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2010 年 4
月 14 日 ，一 场 地 震 将 玉 树 市 夷 为 废

墟。如今，震后重建的玉树市已成为

青藏高原上一座经济发展、社会和谐、

生态美好的美丽新城。

20 日上午，团队成员前往参观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该纪念碑于

2000 年 8 月 19 日正式落成，碑体上方

两只巨型手，象征人类保护“三江源”。

在听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

源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书记、副主任扎西

的介绍后，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生陈丰媛感触颇深。

“此次溯源旅程看到的风光和澜

沧江源头生态保护取得的成效让我非

常震撼。这次活动为澜湄国家青年文

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水域

无国界，文化交流可以增进民心相通，

也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感情。”

都说了解一个地方、读懂一座城

市，应该先从博物馆开始。

在位于玉树市中心的玉树州博物

馆，前来参观的团队成员穿过时空的

阻隔，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涅槃重生

和其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

今年 19岁的青海民族大学老挝籍

留学生陈玉萍上个月刚刚来到中国。

她告诉记者，这次活动对于她来说，是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让她近距离

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魅力，也让她对

当地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团队成员在 3 月 20 日下午参观的

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是玉树灾后重建

“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其以文字、图

片、实物、影像资料，真实再现“4·14”

玉树抗震救灾过程，阐述“大爱同心、

坚韧不拔、挑战极限、感恩奋进”的玉

树抗震救灾精神。

“刚刚参观了纪念馆，让我十分震

撼。”对于青海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教师王蓉来说，亲眼看到一个全新面

貌的新玉树发展得如此之好，心中非

常激动。“通过这次活动，带领两名留

学生来到玉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可以让他们以自身的角度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

“这项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澜湄国

家青年的人文交流，也将为澜湄合作

提供青年力量。”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

工作处教师李鹏跃充满期待地说，“在

未来，我觉得澜湄合作发展的趋势应

该是越来越积极的，也希望各国的青

年能够携手合作，共建美好家园。”

一江连六国。澜湄合作因水而生，因

江而兴。如何提高澜湄六国的合作成色？

21 日下午，团队成员在青海广播

电视台演播室分享了旅程中的所见所

闻，探讨生态保护、文化交流等问题，

共话澜湄合作新未来。

来自青海民族大学老挝籍留学生

林川分享说：“跟我们国家相比，这里的

澜沧江水更加清澈、更加碧绿，我看到

被千山环绕的美景十分感动。澜湄合

作对于流域内的六个国家在水资源、公

共卫生、贸易、能源发展等方面合作都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我们六国可

以长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促进

各国经济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此次活动促进了澜湄国家的团结

合作、交流互鉴。澜湄六国同饮一江

水，各国的友谊数代相传。随着澜湄合

作的不断深入，希望更多校内外青年加

入到流域青年交流大潮，为澜湄合作贡

献智慧力量。”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副主任、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赵

翃昊表示，这不仅是对六国青年的希

冀，更是对流域合作交流的美好祝愿。

——2022澜湄万里行“从大海到源头”澜湄六国青年溯源探寻活动侧记

同饮一江水同饮一江水 共话澜湄情共话澜湄情
本报讯（记者 陈俊）近日，记者从

海东市政府获悉，为进一步抢抓机遇促

发展、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力促进经济

复苏向好、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大“政”能

量，海东市政府携手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联合举办“助企暖企春风行动”融资对接

会海东专场，30家省市金融机构与海东

市能源产业、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拉面经济等领域的 62家企业面对面

交流、零距离沟通，政银企三方共同发

力，初步达成融资意向22.6亿元。

自“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开展以来，

海东市常态化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按照包片联点制度，帮企业解难，助

企业发展，推动银企合作向全方位、宽领

域、深层次发展，全力保通保畅保产；聚

焦财政奖补领域，用好用足中央和省市

惠企纾困政策，进一步聚焦中小企业发

展中痛点、堵点、难点，优化支持方向，会

同全市各职能部门，提前谋划 2023年省

级助企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事宜，积极争

取省级财政资金，力争更多企业和项目

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切实助推海东市中

小企业纾困解难、提质增效。

今年开春以来，海东市充分发挥助

企发展专项资金功能，做好地方特色产

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项目申报和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持企业推荐；针对

企业实际，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择优”原则，开展“一对一”“点对点”帮

扶，强化申报指导服务力度，对申报项目

合规性、真实性审核把关择优上报，真正

把“真金白银”精准滴灌到企业最渴望

处，把党委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和温暖送

到心坎上，持续激发企业活力、提振发展

信心，有效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 悉 ，目 前 海 东 市 已 提 前 下 达

2023 年中小企业发展、外经贸发展、服

务业发展、省级工业转型升级等专项资

金 1.85亿元。

海东

““政政””能量助企能量助企 资金流暖心资金流暖心

在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讲解员正在向团队成员介绍玉树震后重建的情况。 本报记者 咸文静 摄

←团队成员分享旅程
中的所见所闻。

本报记者 王晶 摄

↑在参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
时，团队成员向介绍人员了解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咸文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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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玉树讯（记者 程宦宁） 记者

近日从玉树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获

悉，自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该州始终坚持把全域无垃圾和

禁塑减废专项行动一抓到底，创建了一

批垃圾治理模范乡镇和模范村社，被确

定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后，

立足自然条件、发展阶段、城市功能等

特点，因地制宜，积极打造具有高原特

色的“无废城市”试点。

按照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建设相关要求为指引，玉树州编制

并印发《玉树藏族自治州“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以推动

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主

线，统筹制度、技术、市场、监管等要素

集成，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稳步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并结合实际，在生活、农牧业等

领域制定了 36 项工作任务和 49 项指

标体系。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完成构

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的生活垃圾全过程治理

系统，形成集中式与分布式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互为补充的设施布局，收集

转运体系基本完善、专业高效队伍基

本建成、经费保障机制基本确立、监督

考核制度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推

进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建立高原农牧

业绿色发展模式，牲畜粪污处置设施

进一步健全。依托玉树市结古镇建成

“无废城镇”，将打造成涉藏地区“无废

城市”建设样板，形成青藏高原高寒高

海拔生态脆弱区“无废城市”建设的玉

树模式，全面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建设。

玉树

迈向全域迈向全域““无废城市无废城市””新征程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 董慧） 近日，记者

从省总工会获悉，近日，省总工会、省司

法厅、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3 年“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的通知》，正式

启动实施 2023 年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

服务行动，更好满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服务需求。

据了解，法律服务行动以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为重点，提供公益性、专

业性、综合性法律服务，重点加大对依

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货车司机、网约车

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的服

务保障力度，打造联动服务平台，扩大

辐射带动范围，更好满足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

在法律服务行动中，将宣传与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党和政府关于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政策规

定。组织专业律师为企业提供劳动用工

“法治体检”服务，加强劳动用工“法治体

检”成果的转化运用，分析研判新就业形

态领域典型性、多发性劳动用工法律风险

问题。加强工会调解与劳动争议仲裁的

联动衔接，探索建立工会先行调解制度。

依托现有“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平台，组

织具备相关领域办案经验的社会律师加

入特邀调解员名册，提升新就业形态领域

相关劳动争议诉前调解和诉中调解成

效。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机

制，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请求确认劳动关

系、支付劳动报酬、支付工伤损害赔偿、给

予社会保险待遇等事项依法纳入法律援

助覆盖范围，对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实行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快援。

青海省总工会

开展开展20232023年服务农民工年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宋明慧） 3 月 10
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邀

请青海师范大学、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省生态环境厅有关专家，在西

宁组织召开《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监测报

告（2022 年度）》（下称《监测报告》）专

家评审会，与会专家在细致审阅文稿和

充分听取汇报的基础上，对《监测报告》

进行了认真审查和质询讨论，同意通过

评审。

2022 年度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监测

工作从2022年3月持续开展至2023年2
月，系统完成了水鸟、植被、普氏原羚、

黑颈鹤、猛禽、湿地类型与变化、水生态

环境等监测。据监测结果显示，记录到

水鸟 6目 12科 59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1 种为黑颈鹤，国家Ⅱ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种，分别为角鸊鷉、

黑颈鸊鷉、白琵鹭、灰鹤、大天鹅、白额

雁、白腰杓鹬、翻石鹬；水鸟生态类群构

成为游禽 31种、占比 53%，涉禽 28种、占

比 47%；水鸟居留型构成为夏候鸟 50
种、旅鸟 8 种、冬候鸟 1 种；达到或超过

世界种群分布 1%的水鸟有 14种。水鸟

全年统计总量 60.6万余只，较 2021年增

加 3.6万余只，2016年至 2022年 7年间，

青海湖水鸟数量年平均增加 5 万余只，

水鸟统计总量年均保持在41万余只。

同时，监测记录到维管植物 47 科

125 属 222 种 ；监 测 记 录 到 黑 颈 鹤 88
只，黑颈鹤分布点 20 个，较 2021 年增加

2个，在 20 个分布点中监测到营巢地 14
处，较 2021年增加 3处。

在 6 个 分 布 区 域 15 个 监 测 样 区

510.24 平方千米范围内监测到普氏原

羚种群数量突破 3000 只。监测记录到

猛禽 8 种 106 只，隶属 3 目 3 科 6 属，其

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种，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 种。与

此同时，监测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湖泊面积显著增加，青海湖主湖区

的水质状况总体较好。

《《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
（（20222022年度年度）》）》通过专家评审通过专家评审

3 月 21 日，海东市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在波浪滩“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拉开序幕。全县 2000 余
名干群、志愿者、驻军部队
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助力国土绿化
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此
次义务植树对主城区公共
绿地、新建道路两侧、矿区
生态治理修复区等地进行
绿化，计划完成春季义务
植 树 40 万 株 ，新 造 林
20 公 顷 ，抚 育 管 理
333.33公顷。图为当日植
树现场。

本报记者 陆广涛 通
讯员 循组 摄

春回大地万物苏春回大地万物苏 植树添绿好时节植树添绿好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