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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俊
通 讯 员 平 组

榜样的力量润物无声，楷模的精

神引领风尚。

春日里，榜样精神如春风细雨滋

润着河湟大地，古驿平安处处涌动踔

厉奋发新希望……

在全省上下开展向朱治国同志学

习活动热潮中，平安区委组织部第一

时间发出“在全区组织系统开展学习

朱治国同志先进事迹活动”的倡议，各

级党组织纷纷采取集中研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大力营造

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积极

唱响思想道德建设主旋律，引导广大

党 员 干 部 从 朱 治 国 同 志 先 进 典 型 事

迹、榜样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他用最宝贵的年华书写了初心

答卷，他用最灿烂的人生诠释了信仰

如山……”4 月 3 日，海东市平安区古

驿广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朱治

国同志先进事迹视频短片，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

“党让干啥就干啥，接过来就必须

干好”“少说干不了，多想怎么干”“到

基层去，多走多听”……朱治国的话朴

实无华却掷地有声，平安区直属机关

党工委书记王英回忆起两年前朱治国

同志到平安区调研时的场景，依然会

为一些细节感动。

“那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朱治国副部长到平安调研洪水泉

乡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建 设 事 宜 。 座 谈 会

上，他指出偏远乡镇群众自主搬迁形

成空壳村的问题是当前基层治理遇到

的新问题，必须深入调研。为帮助我

们解决资金困难，他亲自协调省上的

厅 局 单 位 ，积 极 争 取 项 目 和 资 金 支

持。他心系基层、了解基层，扎实严谨

的工作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标

杆。”

王英说，学习时代楷模、弘扬先锋

事迹、激发奋斗力量，我们将不断放大

时代楷模引领效应，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崇尚楷模、学习楷模、争做楷模，把

时代楷模崇高精神体现到各项工作中

去，落实到高质量发展、竞争力提升、

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生动实践

中。

“在朱治国同志有力推动下，洪水

泉乡党群服务中心项目正有序推进，

全乡 15 个村 8339 名党员群众有了紧

密联系党组织的新纽带。今后，我们

更要主动学习朱治国同志勤勉务实、

人民至上的情怀，安心于乡村振兴一

线，为一方百姓做实事、干好事。”在洪

水泉乡“书记讲党课”活动现场，乡党

委书记王宁向党员群众讲述了朱治国

同志与洪水泉特殊的“缘分”。

她说，我们要永葆一颗一心为民

的赤子情怀，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

尽责，为民奉献。以朱治国同志为榜

样，植根于基层，与群众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幸福在一起。

目前，洪水泉乡通过“三会一课”

“微党课”及自学等不同方式，将学习

朱治国同志先进事迹与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工作、谋

划未来发展结合起来，时代楷模风范

和榜样精神，在高岭大地蔚然成风。

走进平安区平安街道化隆路社区

党员活动室，一场青年干部讲堂正在

进行中。“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是《一名组织部长的生命答卷》，朱治

国同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

业的无限热爱。作为青年干部，我们

要 以 榜 样 为 行 动 引 领 ，培 养 实 干 、担

当、忠诚的青年本色。”社区党总支书

记康青山交流了学习朱治国同志先进

事迹的感想。

“我们要以楷模为标杆，以榜样为

示范，礼敬时代楷模，学习崇高精神境

界、凝聚强大道德力量。”青年干部在

这一期讲堂学到了珍贵的一课。

4 月 3 日早上一上班，三合镇结

合“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

活动，深入开展了朱治国事迹专题学

习会。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三合镇党委书记王永升说：“平凡

岗 位 一 生 坚 守 ，担 当 作 为 众 人 景 仰 。

我们要像朱治国同志一样，把百姓摆

在心中最高位置，突出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传承

精神伟力、汲取奋进力量，切实把‘民

生清单’变为‘履职账单’，把‘责任清

单’变为‘幸福礼单’，以为民服务的实

际成效彰显党员干部的作为担当。”

榜样之光烛照河湟榜样之光烛照河湟

本报讯（记者 何敏） 4 月 3 日，记

者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经西宁

市“绿盾 2022”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

作联合检查组核实，大通北川河源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历年来“绿盾”专项行

动涉及的 6 个整改问题已全部完成整

改，其中 5个已通过省级核查销号。

今年 3月下旬，由西宁市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规划等 7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

组赴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北川河源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湟水国家湿地公

园、大通国家森林公园、群加国家森林

公园、湟中上五庄森林公园、湟中南朔

山森林公园、湟源东峡森林公园、湟水

省级森林公园开展了现场检查。工作

组重点对大通北川河源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历年来“绿盾”专项行动 6个已整

改销号问题开展“回头看”，对大河滩水

库项目等 3 个在建项目进行实地检查，

对自然保护地 2021-2022 年 20 个遥感

监测点位疑似重点问题线索排查情况

进行核实。并重点查看自然保护地内

采矿采砂、工矿企业、核心区缓冲区旅

游设施和水电设施等四类重点问题，核

实有无违法违规开矿、采石及违规建设

宾馆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此外，经核实，检查涉及的 20 个遥

感监测点位疑似重点问题线索有 19
个位于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中，1 个

不在湿地范围内，其中，13 个为在建道

路工程，7 个为湟水液压升降坝建设，

均手续齐全。

西宁

开展开展““绿盾绿盾20222022””
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 牛玉娇

3 月 24 日一大早，在仁青看卓等

老一辈村民带领下，海东市化隆回族

自治县塔加藏族乡塔加二村的男女老

少早早起床洗漱，穿上盛装，点燃柏

枝，带上沾满柏香的犁、铧、榔头等农

具，把提前准备好的粮种“布口袋”，跟

随驮着种子的牛马，来到田间地头。

在开阔的田地间，随着一声高亢

悠扬的“山歌”响起，在男男女女随声

附和声中，举行撒种、施肥、犁地……

等仪式，歌声久久回荡在山间，唱醒了

大山里的春天。

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开耕节”，表

达了塔加乡村民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对农耕的重视以及对丰收的期盼。

“传说很久以前，人间疾苦，吃不

饱穿不暖，一条狗找到种子，交给人

们，撒到地里结出了‘果子’，从此人间

就有了‘五谷’，以后每年的农历二月，

我们都会在一个吉祥的日子，穿戴整

齐、洗漱干净，开启春耕第一犁，祈求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塔加二村

流传已久的一段传说，也是这里的乡

亲世代为农的重要印迹。

“白云深处的塔加”，有着悠久的

历史渊源，赋予了村庄深厚的文化内

涵，历经百年沉淀，迄今仍保留着 14
座藏式传统民居。

塔加乡地处距化隆县城 80 多公

里的东部，这里峻山连绵，沟壑交错，

村落环山而建，藏族、土族村民依山而

居，世代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由于特

殊的地理位置，村民们至今都保留着

较传统的生活习惯，而“开耕节”是一

年中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远远看去，村落像一面扇子一样

展开在山坳里，高处俯瞰，土木结构的

藏式建筑群错落有致，随着地势缓缓

升阶，屋顶一口口正方形“天井”整齐

排列，走近细看，“小二层”的木式建筑

雕梁画栋，精美绝伦，站在四合院里，

在天井的光束中，院落显得典雅而神

秘。

由于村落自然景观较好、建筑风

貌完好、民俗民风传承得好，2016 年，

塔加藏族乡塔加一村、塔加二村等被

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7
年又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二批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

远处的高山，夏天的花海，古老的

民 居 ，在 这 里 人 与 自 然 始 终 和 谐 相

处。百年来，任由社会如何变迁，这里

的 村 民 在 相 对“ 闭 塞 ”的 村 庄 生 生 不

息，承袭着“不变”的乡俗，让这里的一

山一水、一砖一瓦真正成为了记得住

的“乡愁”、能发展的“诗与远方”。

只有看得见“发展”，才能留得住

“乡愁”。为做好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工

作，化隆县和塔加乡先后投资 300 余万

元实施传统村落项目、旅游扶贫项目，

改造传统民宅电路，新建旅游接待中

心，更换农户大门，为“百年藏庄”旅游

项目打造基础，而先后举办的露营、徒

步大会，更是吸引省内外“驴友”打卡

体验。

“ 百 年 藏 庄 ”被 愈 来 愈 多 的 人 知

晓，这个曾经吃水难、上学难、行路难

的“深度贫困村”，正以一种全新的姿

态进入世人的目光。

为 了 充 分 利 用 乡 村 特 色 优 势 产

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近

年来，在“党建+”的引领下，塔加乡基

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乡卫生院、兽医

站等业务用房相继建成，三村避灾搬

迁顺利推进，生态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成效显著，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逐步改善。

塔加二村党支部书记桑过说：“现

在自来水通到了家里，每家每户都有

水，去年铺了 5.8 公里的油路，路通到

了家门口，还成立了合作社，年收入 5
万元，村集体经济破了零，钱赚到了家

里，塔加人民永远感党恩，听党话。”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定不

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

塔加乡旅游资源丰富，民俗民风

淳朴，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体

现农村特点，注重乡土味道，保留乡村

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如何长久利用好、传承好、发扬好“百

年藏庄”“千亩马兰滩”“万亩草场”“原

始森林”等旅游资源，让越来越多的人

感受农耕文化寄托的情感，接触自然

找寻心灵的归属，是塔加乡实施乡村

振兴的题中之义。

塔加乡党委书记张庆福介绍，将

以 党 的 二 十 大 和 全 国 两 会 精 神 为 引

领，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

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

结合，把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

明要素深度组合，积极推动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建设中谱写生态、和谐、幸福新篇。

““百年藏庄百年藏庄””留住留住““乡愁乡愁””谋发展谋发展

①传统古村落。 塔加乡党委供图
②仪式感满满的“开耕节”。

本报记者 牛玉娇 摄
③浓郁非遗氛围的“开耕节”。

本报记者 牛玉娇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上接第一版）第一卷收入的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

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讲话、演

讲、指示、批示、训令等 71 篇。第二卷

收入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

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等

75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

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

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经验，

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权威教材。

当前，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持续深入推进，全党正在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必将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更好引导广大干部

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在全国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何敏） 4 月 2 日，记

者从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海东市

生态环境系统对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

山污染状况的调查工作已经展开，工作

组先后对化隆县昂思多镇扎浪滩村、互

助县红崖子沟乡上加克村等 13 个黄河

流域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点位污染状况

进行了现场查勘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自今

年4月1日起施行，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有法可依。据此，针对域内有193
个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的现状，

自调查工作启动以来，海东市专题研究

部署，进一步细化调查工作实施步骤和

流程，明确调查范围、内容、方法和要

求。同时，建立由市县两级协作机制，分

阶段确定工作任务和时限要求，压实各

层级职责，凝聚工作合力，选派专人对已

知图斑进行现场查勘，对固体类型、有无

酸性废水、周边农用地土壤及灌溉水质

量状况详细了解。并结合全市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成果等数据资料，

对已知图斑的污染状况进行了统计分

析，强化重点区域矿山污染调查力度。

在现场查勘过程中，海东市积极与相关

部门沟通布点采样、填表访谈等调查具

体事宜，严格按照国家、省级出台的技术

规范和工作标准，结合省级两次专项培

训内容和国家技术指导组现场督导时提

出的要求，严把质量关，做到了层级全覆

盖、指标无遗漏、范围无盲区、内容无缺

项，确保调查数据真实、规范。

海东

开展黄河流域历史遗留开展黄河流域历史遗留
矿山污染状况调查矿山污染状况调查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通讯员 张
涛） 近年来，我省公安系统紧紧围绕服

务保障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在打击涉

林违法犯罪、保护生态屏障安全、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

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保驾护航。

组织全省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昆

仑”“清风”“防除降保”、打击整治“沙

霸”“矿霸”等生态环境资源领域专项行

动，全面加强区域内重点生态功能区、

野生动物分布区、重点矿区的全域巡

查；积极构筑发动举报、联合执法、协调

指导、宣传震慑一体化工作流程，推动

了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

做好生态环境资源保护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双向衔接”工作，主动对接省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和草原局

等行政主管部门，强化信息交流互通和

联合执法工作。去年 8月，省公安厅、省

林业和草原局、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资源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

12月，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自然

资源厅等9部门制定印发了《青海省食药

环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试行）》，全面规范了全省生态环境领

域行刑衔接工作机制，为国家公园示范

省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充分发挥公安部门整体作战优势，

构建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跨省区治

安防控体系，在省际、省地之间建立警

务合作机制，构建“平安边界”。三江源

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先后与新疆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西藏昌都市、四川阿

坝州等地公安机关签订平安边界联防

合作协议 11 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

常态化、高效化的警务合作机制。祁连

山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积极联合甘肃

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祁连山、盐池湾分

局、酒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肃北

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有效消除行政

区域壁垒，构建了跨省区国家公园森林

警察沟通顺畅、信息灵敏、反应迅速、运

转高效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我省公安为国家公园我省公安为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保驾护航示范省建设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