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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

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青海省各市州加强组

织领导，把“深”字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在深学中站稳人民立场、在深干中

增进民生福祉、在深改中推进民生事

业发展，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察民

情、解民忧，强力抓好民生保障，以民

生“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深度”，托起

群众稳稳的幸福。

听民声、查实情，下足细功夫

访民情、解民忧是开展主题教育

的基础和前提。

近日，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沙

沟乡石乃亥村，贵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通 过 青 海 人 社 通

App 人脸比对为村内行动不便的老人

进行待遇资格认证，并用通俗易懂的方

式宣讲社保相关政策，就“2023 年待遇

调整”“养老金发放标准”“社保卡使用”

等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为 进 一 步 做 好 社 保 经 办 服 务 工

作，有效遏制社保基金跑冒滴漏，贵南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 2023 年

“社保服务进万家”宣传活动，为待遇

领取人员进行资格认证，让行动不便

的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暖心服务。

干部迈开步子听民声、面向群众传

党音，沉下身子知民情、教导群众明党意

是主题教育成果实现的重要一步。

海南州贵德县委常委班子针对“三

无”小区基础设施差、安全隐患大、管理

水平低的难点痛点，制定专项调研方案

开展调研，探索建立“党建＋三无小区治

理管理”模式，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

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联动”工作机制

和党支部为核心的共建、共管、共享新格

局，有效解决“脏、乱、差”面貌，基本实现

全县38个“三无”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

南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

为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的 有 力 举

措， (下转第四版)

——青海各地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以民生以民生““温度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检验主题教育““深度深度””

本报讯（记者 魏爽） 11月12日，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

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在河北省沧州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

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
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

中，我省推荐的勇救落水群众献出宝贵生

命的徐辉获评见义勇为类“中国好人”。

据了解，徐辉，江苏南通启东人，今

年 62 岁，中共党员，生前为江苏省南通

市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驻西宁工程

师、项目经理。7 月 19 日中午，西宁市

城东区拥军巷附近湟水河边一名女子

不慎落水，为救落水女子，徐辉纵身跳

入激流，因长时间施救导致体力不支，

最终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

据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前三季度，全省共有 4 人上榜“中国好

人榜”。多年来，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

边好人”活动坚持生动展示平凡英雄风

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

过讲述新时代身边好人故事，集中展示

凡人善举，大力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

量，引导人们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

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

青海一人上榜青海一人上榜

本报南京讯（新华日报记者 付
奇 记者 芈峤） 11 月 13 日下午，由新

华日报社、青海日报社组织的“高质量

发展调研行”苏青联合报道江苏站活

动在南京市启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要立足高原特

有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快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

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在江

苏考察时指出，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奋力推进中国式

现 代 化 江 苏 新 实 践 ， 谱 写 “ 强 富 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联合报道，切

合两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的生动实践。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两省党报

记者组成的融媒体联合报道组在青海

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

州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开 展 采 访 报 道 。

11月 13日至 11月 18日，两省党报记者

组成的融媒体联合报道组将走进江苏

省南京市、扬州市、泰州市、南通市、苏

州市、无锡市、常州市，联合报道江苏

对外开放、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共同

富裕、环境保护、农业现代化、文化传

承等方面的新举措、新成效。采访结

束后，双方将共同刊发稿件，为今后苏

青两省党报协作积累经验。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苏青联合报道江苏站活动启动苏青联合报道江苏站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11 月 13
日，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全省循环经济已由以往的工业领域

逐步拓展至农业、服务业及社会各个层

面，基本建立了农畜产品种养殖、精深

加工、废物综合利用的循环型农牧业体

系，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废

物交换利用、土地集约利用的循环型工

业体系，服务主体绿色化、服务过程清

洁化、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循

环型服务业体系。

经过加速建设，全面完成国务院批

复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阶段性建设

目标任务，打造了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为核心、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循环经济园

区样板。如期完成青海省国家循环经济

发展先行区 8 年创建任务，形成盐湖化

工、油气化工、金属冶金、新能源、新材料

等多产业纵向延伸、横向融合的循环经

济产业体系，西宁、海东、海西三大园区

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全省

15个省级以上园区中 6个园区通过国家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终期验收，河湟新

区零碳产业园启动建设，为新起点上强

化循环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持续抓好塑料污染治理、快递包装绿

色转型、废弃汽车治理等循环经济领域“关

键小事”，出台《青海省“十四五”塑料污染治

理行动方案》《青海省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

色转型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扎实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见效。从生产、销售、使用、回

收和处置等全链条推进我省塑料污染治理

和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目前，全省大中型商

场、超市、书店等场所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

等基本不再使用禁限塑料制品，农膜回收

率达到90%，邮政快递网点全面禁止使用

塑料包装，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

到98.33%，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

达98.6%，可循环中转袋流转使用基本实现

省内全覆盖。废弃汽车年度专项整治工作

已显成效，2023年上半年，全省共摸排出废

弃汽车1416辆，处置1012辆。

青海省全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青海省全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

经济日报调研组

大美青海湖以东，坐落着一座年

轻的地级市——海东。2013 年撤地

设市，今已十载。

走进海东，满眼生机勃勃，一幅

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画卷徐徐铺展：黄

河清澈东流，祁连山焕发神采，青海

拉面走向八方，多民族在这里和谐相

处，高原农业方兴未艾，青绣精美令

人爱不释手……

2021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青海考察时指出，要立足高原特有

资源禀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加

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202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

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海东正

在打造“一个高地”和建设“四地”的

新征程上奋力前行。

一河碧水出高地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

天涯”。人们印象中的黄河水往往伴

着混浊的泥沙，而青海的黄河却是一

条蜿蜒东去又清澈见底的河。

黄 河 、湟 水 和 大 通 河 ，穿 行 在

300 多平方公里的海东大地。在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拐了个

弯，于山间划出一道“清水湾”。清水

乡党委副书记韩桂香说：“我们全县

的垃圾都做到了收集处理，为了一泓

清水，不落一点垃圾。”风起处，碧波

荡漾，与两岸赤色山峦相映成趣。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治理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流

域各省区都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

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基准线”……习近平总书记为沿黄

各省区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家战略就是海东的机遇，抓住

机遇就要在国家战略中找到与本地实

际的结合点和平衡点。青海省委常委、

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汗告

诉记者：“海东是黄河上游重要功能生

态区。湟水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每年向

黄河上游输送44.76亿立方米活水；海

东依湟水河而生存、发展，全市75%的

人口分布在湟水流域。我们要做的，是

在水与城相得益彰上拿高分。”

海东如何做到城水相宜、人水和

谐？解题思路就是“中西医结合”。

“西药”就是全域污水处理降解指

标。

海东市乐都区污水处理厂的总

控室大屏上，清晰显示着城镇生活污

水通过管道进入后，从预处理到深度

处理再到紫外消毒等多道工艺流程

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时候的污水

每天约 3.3万吨，从指标上来说，已经

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但为了保证安

全，还要再经过厂区后面尾水人工湿

地的过滤，才能流入湟水河。”乐都区

污水处理厂厂长赵生君把污水处理

厂比喻为“西药”，衡量他们工作成效

的是污水降解指标。

这些年，海东所辖两个城区、四

个县，都建起污水处理厂。乐都污水

处理厂的污水收集管网，规划范围基

本覆盖乐都主城区与沿线村镇。海

东的农膜回收率多年都是百分之百。

湿地涵养是“中药方剂”，主要负

责调节机理。

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尾水，经过

湿地调节，才能排放到主河道。海东

市乐都区区长付强说，“生态的事情

没有下不为例，我们必须用最高标准

保最底线的要求。这几年，湿地芦苇

丛生，菖蒲茂盛，睡莲渐成气候，所行

之处皆风景，看着美，心里也甜”。海

东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祝凤甲介绍，全

市 6 个县区都有湿地，湿地涵养已经

成为污水处理的“一道工序”。

让水上坡，树成林。

禹王峡是黄河流经青海省的最

后一道峡口。北岸山坡曾经是个“羊

皮不粘草”的荒芜地方，峡口村的马

进才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心中很不

是滋味。“总不能下面是满满的黄河

水，上面是秃秃的荒山坡，乡亲们连

个阴凉都挨不到。”他说。

马进才把自家承包地里铁锨把

粗的山杏移过来，1994 年在北坡种

下第一棵树。提水浇树要走 2 公里

的崎岖山路，有时一天要来回好几

趟。到了冬天，怕羊啃了树皮，他又

找来旧衣服，扯成布条包在树干上。

于是，一棵、两棵，一片、一坡……

再后来，黄河峡谷形成景区，引

水管道架到山上。一年一年，绿意不

断延伸，倔小伙也成了倔老头。今年

74 岁的马进才，给自己取了个“禹闻

天下”的微信名，为的是让更多人知

道禹王峡。

留住泥沙，才能流出清水。

统筹全流域治理，上中游的责任

在保持水土。护好“盆中的水”，就得

管好“盛水的盆”。化隆回族自治县

“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川”，黄河流经

县域境内 168 公里，减少入黄泥沙量

尤为关键。

“县里从 2020 年开始实施群科

北山造林绿化项目，灌木、沙柳固住

了北山上的土，每年能减少 2 万立方

米淤泥排进黄河。”登上群科山远眺，

化隆县林业和草原站副站长李开元

说起这片绿，搂不住话匣子，“除了生

态 林 ，还 有 经 济 林 ，那 边 川 里 是 果

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自发捐款买

树苗，今年就买了 10 万株，按照一亩

40株果树算，也有 2500亩了。”

监测显示，黄河干流出境大河家

断面、大通河出境峡塘断面均为Ⅰ类

水质，水质状况优。黄河支流清水河

入黄口、街子河入黄口、巴燕河入黄

口 、则 塘 均 为Ⅱ类 水 质 ，水 质 状 况

优。湟水河出省断面边墙村为Ⅲ类

水质，水质状况良好。一河清水缓缓

流出青海省，奔流东去。

(下转第六版)

奋发海东奋发海东

让颜值变价值让颜值变价值 以人气聚财气以人气聚财气

本报讯 （记者 莫昌伟） 11 月 13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

前往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青海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

校调研全省职业教育工作，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

的重要论述，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促进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培育专

业人才，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技

能人才支撑。

陈刚走进教学课堂、实训基地，认

真听取中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与教

师、学生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思政课程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升学就业途径、教

师队伍建设等状况。他说，要将思政教

育融入学科教学，厚植学生理想信念根

基，将职业教育办成培养能力的实践教

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要大力营造

民族团结进步浓厚氛围，完善落实各项

资助政策，让家境困难学生解除后顾之

忧，为教师工作成长提供支持，提升师

资队伍稳定性。

陈刚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

有可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始终把职业教育放在“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高度统筹推动。要持续深

化改革创新，用好东西部协作、对口

援 青 等 机 制 ， 深 入 推 进 校 企 联 合 招

生、联合培养、一体化育人长效机制，

探索符合省情实际、校企合作双赢的产

教融合方式，推动青海现代职业教育实

现高质量发展。要适应新兴产业发展

需求，聚焦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培

养 更 多 高 素 质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能 工 巧

匠。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激励学生走上技能成才、技

能致富、技能报国之路，让职业教育供

给与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

“四地”的需求高度匹配，充分发挥职业

教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

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杨志文参

加有关活动。

陈刚在调研全省职业教育工作时强调

为青海高质量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
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本报讯 （记者 王臻） 11 月 13
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

至目前，全省各级储备抗灾保畜饲草

料超 400 万吨，其中，省级饲草料累计

调运 8.1万吨，完成目标任务的 62.2%；

全省农牧民自储饲草料397.05万吨。

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早谋划、

早部署，先后落实农牧业生产救灾资金

2400 万元，调运储备省级饲草料 13.36
万吨，涉及全省6个市（州）31个县（市）

及省牦牛繁育推广服务中心、省种羊繁

育推广服务中心。进入 10月饲草料储

备高峰期，省农业农村厅召开专题视频

会议，全面部署当前及今冬明春畜牧业

抗寒保畜重点工作，督促各地各部门进

一步强化灾害预警监测，全面抓好动物

防疫，加大饲草料储备工作力度，并通

过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调动农牧民多储

备饲草料积极性，确保饲草料储备量可

以满足7天以上牲畜需求。

青海储备抗灾保畜青海储备抗灾保畜
饲草料超饲草料超400400万吨万吨

版版55见今日见今日

治多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户籍科民警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谈顺珍 摄

贵德县河西镇多勒仓村、拉芨盖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志愿者帮助村民采
摘、挑选、装箱“软儿梨”。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栾雨嘉 通讯员 张冰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