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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咸文静 金玥彤 张 鹏

走进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中心

敬老院，一股暖意扑面而来。绿意盎

然的生态阳光房里，老人们三五成群

下棋聊天，好不惬意。听记者问起院

里的生活，大家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

动情处，眼眶湿润。就在这时，记者听

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今年 1 月 25 日上午，达日县中心

敬老院院长索南达杰一走出办公室，

就碰到了革热，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对

方先开口了。

“院长，我们写了一封信……”说

着，革热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来。

颇 感 意 外 的 索 南 达 杰 接 过 来 一

看，这是一本只剩几页纸的旧作业本，

上面写着一封信。字迹工整，情真意

切。

“代表所有的敬老院老人感谢党和

政府，尤其是达日县的领导，敬老院的

护理员、厨师和干这些工作的所有人。”

革热今年 57 岁，原本跟妻子伊热

住在达日县上红科乡特根村。靠着放

牧的收入和草补资金，两口子的日子

过得并不困难，但由于伊热右眼患有

白内障，两个人生活上多少有些不便。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接到乡上反

映的情况后，索南达杰几个人专程从

县上赶到这个 100 多公里外的村子，想

把没有子女照顾的革热和伊热接到敬

老院生活。

听索南达杰介绍完院里的情况，

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的革热心里有些

嘀咕：真有那么好？

“要不您二位先试住几天，不满意

的话我再把你们送回来。”看出对方的

顾虑，索南达杰给出建议。

就这样，革热和伊热带着简单的

随身物品和换洗衣物来到了达日县敬

老院。

“早上 7点半起来洗把脸就能去食

堂吃早饭了。”革热发现，院里的一日

三餐按时按点，晚上还有顿加餐。无

聊了不仅可以去活动室锻炼锻炼，还

能在生态阳光房跟其他的老人下棋聊

天。身体不舒服，走几步就到了医药

室。脏衣服还没来得及收起来，护理

人员就拿去洗了。

三天后，带着一肚子疑虑来到这

里的革热笑容满面回村把牛卖了，安

心地住了下来。

其实不仅仅是革热，这个始建于

2017 年、2019 年 8 月正式运营的敬老

院，如今集中供养着 106 位跟革热情况

相似的老人。

“所有人，心底里特别感谢，给我

们提供这么好的服务。”看着纸上不怎

么通顺的句子，索南达杰笑着笑着鼻

头就酸了。

其实，在 2020 年 7 月来到敬老院

工作之前，这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人没

有想过自己会跟这样一群老人产生如

此深厚的感情。那时的他，还在民政

局 负 责 婚 姻 登 记 。 接 手 这 边 的 工 作

后，索南达杰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老

人多，任务重，一定要照顾好！

（下转第三版）

一封写在作业本上的感谢信

本报讯 （记者 董洁） 5 月 25
日，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获悉，今年

以 来 ， 青 海 省 进 出 口 表 现 出 较 强 韧

性，外贸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1-4
月全省完成进出口额 16.8 亿元，同比

增长 29.8%，增速排名全国第七位。其

中，出口同比增长 67.6%，增速排名全

国第四。特别是 4 月当月，我省出口

额同比增长 156.9%，增速排名全国第

一。

省商务厅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加快消费市场升级，内外联动激活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服务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按照 《青海省消费恢复提

振行动实施方案》 安排，落实落细各

项工作，引导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发展。4月当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72.5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7%，高于全国 18.3 个百分点。1-4
月 ， 全 省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88.9 亿元，同比增长 10.3%，高于全

国 1.8 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扩大 6.7 个

百分点。4月当月增速、年初以来累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实现近

13 个月、近 26 个月以来首次高于全国

水平。

同 时 ，在 出 口 实 现 快 速 增 长 的 同

时，我省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1-4 月，青海“新两样”——光伏产品和

盐湖产品实现出口 3.4 亿元，同比增长

548.6% ，占 全 省 出 口 总 额 的 比 重 为

35.8% ，较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26.5 个 百 分

点。其中，光伏产品出口 7935 万元，同

比增长 609.4%；盐湖产品出口 2.6 亿元，

同比增长 513.2%。在主要盐湖出口产

品中，纯碱出口 1.7 亿元，同比增长 20.8
倍 ；金 属 锂 出 口 438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47.7%；磷酸铁锂出口 4684 万元，同比

增长 85%。

我省内外贸易实现快速增长

本报海西讯（记者 刘法营 张洪
旭） 如何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梁柱”支

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厦”？在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围绕打造国家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示范区，倾力构建特

色鲜明、绿色低碳、结构优化、循环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发展新模式，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轮齐

驱”。

今年以来，海西州立足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努力稳定盐湖化工在柴达木循

环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加快

生产要素集聚和产业升级步伐，全面提

升资源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水平，强化

以盐为重点的主要资源循环利用，以有

色金属、石油天然气化工等产业配套，

延伸和拓展循环经济产业链，推动形成

新能源、新材料、特色生物等绿色低碳

循环型产业集群“落子有声”。并通过

加快绿色低碳循环技术创新，建立资源

合理利用与保护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推

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资源产出效

率大幅提升。

通过加大工业园区新型基础设施

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增

强 园 区 绿 色 发 展 承 载 能 力 和 保 障 能

力。同时，针对各工业园区主要发展方

向 、 基 础 配 套 水 平 、 区 位 产 业 优 势

等，实施了一批集聚要素的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以及数据中心、工业物联

网等“新基建”提升项目，生产性配

套设施和环保基础设施同步乘势而上，

推动园区绿色发展“硬环境”得到全面

优化。

与此同时，强力打造生产要素供应

链，支持企业优化工艺、降低成本，全力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园区工业经

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引进一批创新

型、龙头型、基地型循环经济产业项目，

为全面形成绿色低碳循环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新动能、新支撑。

全面构建绿色低碳
循环新发展格局

海
西

西
宁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5 月

25 日，记者从“开局起步看西宁”第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宁市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狠抓成果转化普

惠政策落实落地，开展科研经费“包干

制”试点，努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

态，建设青藏高原乃至西北地区重要

科技创新中心。

西宁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邢

磊介绍，西宁市聚焦产业“四地”和三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重大科技专

项取得点的突破，一般项目面上带动，

在锂电储能、光伏制造、特色化工新材

料等领域形成新优势，培育新动能。

2023 年第一批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52
项 。 争 取 国 家 和 省 级 科 技 专 项 498
项，获得资金 3.8亿元。加强创新主体

培育，深入各园区一对一辅导，指导企业

申报科研项目，征集梳理问题需求，帮助

享受普惠政策。积极融入国家创新平台

体系，支持在宁的盐湖资源绿色高值利

用等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项目建设。

西宁市将主动融入国家和全省重大

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国家高原种质资源

库、盐湖资源绿色高值利用全国重点实

验室、青藏科考成果展示平台和青海中

科生物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开展高能

量密度高功率磷酸铁锂研发，加强绿电

制氢和储氢技术研究，抢占清洁能源新

高地；开展钠、锂、镁、硼等盐湖重要资源

高端产品研究，促进盐湖资源高值利用；

培育青藏高原种子产业，发展壮大特色

农牧业；开展水生态保护等关键技术研

究，推动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努力营造努力营造
良好科技创新生态良好科技创新生态

海
南

本报海南讯（记者 栾雨嘉 洪玉
杰） 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

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服务，全面推动就业提质增效行

动。

海南州及时分析研判就业形势，制

定印发《海南州就业提质增效行动方

案》，扎实开展劳动力资源调查摸底，全

面掌握全州劳动力基本情况及就业创

业和培训意愿，统筹推进公共就业服

务、大学生创业就业等八项工程。同时

定期对劳动力增减、就业状态、就业需

求信息进行采集，将劳动力资源与就业

岗位、职业培训、创新创业进行匹配，提

升人力资源服务精准度。

同时，通过助企暖企春风行动服务

平台线上收集和入企调查等方式收集

企业用工培训需求，并通过举办“春风

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利用微信、抖

音等网络直播优势，开展直播带岗等线

上招聘，积极推动云上求职。聚焦企业

所需所盼，全面落实稳岗返还、缓缴社

会保险费等助企纾困政策。主动对接

青海周边地区用工单位，通过“点对点”

方式组织劳务输出，帮助农牧民群众致

富增收。

此外，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

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通过技能提升与

见习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菜单”式

培训和定岗定向培训。目前，已开设中

式烹饪、青绣、农家乐等多工种培训工

作。根据海南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

设的技能人才需求，全面开展文旅产业

提质增效专项培训，争取 6 月底前实现

重点餐饮接待服务人员培训全覆盖。

持续加大就业见习力度，支持有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设立见习基地，开发就业见

习岗位，进一步强化技能培训，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打好服务打好服务““组合拳组合拳””
提质增效稳就业提质增效稳就业

聚在一起下棋是老人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老人正在接受治疗。 本报记者 金玥彤 摄

本报济南讯（记者 莫昌伟） 5 月

26 日，青海省党政代表团赴山东考察，

并在济南举行山东·青海工作座谈会。

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

主持座谈会并讲话，青海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讲话。山东省委

副书记、省长周乃翔，青海省委副书记、

省长吴晓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对口援青工作情况。

林武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对代表

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青海省长期

以来给予山东工作的支持和对山东援

青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对青海省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的 成绩表示钦佩。

他说，对口支援青海是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交给山东的光荣任务，是两省加

强 交 流 、深 化 合 作 的 重 要 平 台 。 近 年

来，鲁青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和

成效，为下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我们

一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

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重大

政治责任，深入谋划推进工作，促进互利

共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将与青海

一 道 ，坚 决 扛 牢 服 务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使

命，在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协

同发力，持续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我们将立足青海所需、山东所能，着力

抓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智

力 支 援 、交 往 交 流 交 融 等 重 点 工 作 推

进，不断提高工作精准度和实效性。我

们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资源统

筹，提升工作实效，凝聚起对口支援的强

大 合 力 ，确 保 援 青 工 作 不 断 取 得 新 成

效。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通过两省共同努力，山东

对口援青工作一定能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鲁青两省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陈刚代表青海省委省政府，向山东

多年来的真诚帮扶和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四次亲临山东考察，为山东发展指

引前进方向，山东锚定“走在前、开新

局”，奋力推进“强富高优美”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实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获得

重大进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重大

突破，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取得重大成效，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新

局面。青海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坚决扛起维护生态安全、国家安

全、资源能源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坚

持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作为重大任务，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青海篇章。对口支援是国家战略，

多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从智力支援、产业发展、民

生改善等方面开展了真心真意的全方

位援助，让青海各族群众感受到了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

双方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拓展产

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

守护好黄河母亲河，走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在山东期间，我省党政代表团考察

了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及济南市领导王宇燕、张海

波、宋军继、于海田；青海省领导王林

虎、朱向峰参加相关活动。

两地举行座谈会
林武陈刚讲话 周乃翔吴晓军介绍情况

青海省党政代表团赴山东考察青海省党政代表团赴山东考察

本报讯（记者 王臻） 为加快推进

饲草产业发展升级，近年来，我省秉持

“牧业发展，草业先行”发展理念，坚持

立草为业、化草为粮，全省饲草产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目前，全省以一年生

燕麦为主的人工饲草种植面积稳定保

持在 14.67 万公顷以上，其中优质多年

生豆科苜蓿种植面积达到 1.13 万公顷，

2022 年全省总种植面积突破 15.3 万公

顷，年产饲草鲜草 475万吨，有效缓解我

省天然草原放牧压力。

自 2015 年以来，青海省积极争取国

家“粮改饲”“高产优质苜蓿示范”重大

产业项目资金，在全省 35 个县（市、区、

中心、集团）落实各类饲草种植补助政

策，支持引导农牧民、合作社、企业等各

类主体发展饲草种植。目前，全省培育

千亩以上种植主体超 100 家，创建省级

饲草生产龙头企业 2 家，省级现代农牧

产 业 园 3 个 ，饲 草 产 业 年 收 储 饲 草 达

140 万吨以上，饲草产品加工规模和能

力有效提升。

着力强化科技支撑带动，创建技术

推广示范基地 7个、国家饲草、燕麦荞麦

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 3 个，培育青

甜 1号燕麦等适宜本地繁育种植的品种

29 个、保存各类牧草种质资源 5000 余

份，探索形成禾豆饲草混播、粮草轮作、

套种、复种、一年一茬、一年多茬等种植

模式，饲草产品结构逐渐丰富。

依托饲草种植加工龙头企业，投建

万吨以上饲草料区域集散配送中心 3个

及饲草配送点 9 个，区域由原来的 3 州 9
县扩大到现在的 8 市州 39 县，饲草运距

有效缩短，辐射范围逐步扩大，畜牧业防

灾减灾能力显著增强。2022年，牧区6州

调运储备饲草料320万吨，有力保障了冬

春季畜牧生产。同时，牧区州、县、乡、

村、户五级饲草料贮备体系初步形成，年

饲草料储备能力达到4.5万吨以上。

青海青海：：年产饲草鲜草年产饲草鲜草475475万吨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