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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宁市湟源县坚持以“多

元式储备、针对性培养、严格化管理”，

推动队伍建设有“绩”又有“效”。

突出识别储备，分类别、分行业、分

领域开展干部队伍建设走访调研，比选

发现重点领域优秀干部 192 名，分层级

建立科员“成长池”、副科“成才池”、正

科“成熟池”，确保使用上有梯队、选择

上有空间。

突出培养历练，聚焦年轻干部能力

短板、知识弱项、经验盲区，科学设计培

训班 50 余期，多途径、多渠道强化能力

建设，帮助年轻干部学业务、见世面、长

才干。坚持“使用就是最好的培养”理

念，择优提任 23 名年轻干部到教育、卫

生、农业等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做

到用其所长、用其所能。

突出严管厚爱，紧盯岗位调整、事

业受挫、家庭变故、受到处分等 4 种容

易出问题情况，开展“划重点”式谈话，

帮助干部缓解压力、轻装上阵。用好用

活公务员职级晋升政策，晋升职级干部

139 人，让年轻干部有干头、事业有奔

头。 （湟源组）

湟源县：“三个突出”抓实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近年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干部监督工作有效途

径，聚焦监督盲区，延拓监督触角，将日

常管理和监督向“八小时外”延伸，构建

全方位监督防线，切实推动全县政治生

态持续向好。

化隆县制定印发《领导干部“八小

时外”活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 6

条正面清单、18 条负面清单为主要内

容，通过建立“八小时外”活动档案、签

订承诺书、重要事项及时报告、分层分

类谈心谈话和重要节点明察暗访等举

措，加强对领导干部“社交圈”“生活圈”

的监督管理。结合干部考察、任前公示、

干部作风专项整治等重要节点，及时向

社会公布“12380”举报电话及其他举报

渠道，形成来信、来访、来电、短信、网络

“五位一体”全方位立体式干部监督举

报受理体系，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由单位

内向单位外延伸。整合县纪委监委、县

人民法院、县审计局等 10 个单位的职

能，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干部

“八小时外”监督管理工作。加大干部家

访力度，将开展领导干部“家访”工作作

为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的有力抓手，

通过“家访”，把组织监管从“单位大院”

延伸到“家庭后院”，形成了科学完整的

监督链条。同时，明确党委（党组）主要

负责人“第一责任人”监督责任，在谈心

谈话时将“八小时外”活动情况作为必

须了解的内容，全面了解“八小时外”执

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重大事项报告制

度、监管配偶子女等情况。 （化组）

化隆县：构建领导干部全方位监督防线

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

令哈市聚焦“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短板

弱项，坚持问题导向，多措并举，持续激

发“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活力。

强化顶层设计，织密“两新”党建责

任网。定期组织召开“两新”组织党建

工作联席会议，在学习党建、研究党建、

部署党建上持续发力。紧盯组织覆盖，

采用“单建组建、行业联建”的方式建立

“两新”组织党组织 33 家，行业综合党

委 2家。

强化服务效能，搭建提质增效暖心

桥。以“行业部门+街道+社区”点对点

服务模式，着力解决“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建立暖“新”

驿站，全额返回党费、加大教育培训力

度，引导“两新”组织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

强化责任意识，奏响基层治理协奏

曲。通过开展村企帮扶结对共建助力

乡村振兴、党员社区“双报到”点亮群众

“微心愿”、新就业群体“串门式”排查风

险隐患等系列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近年来，累计捐款金额达 1000 余

万元，党建引领“两新”组织高质量发展

势头更加强劲。

（德组轩）

德令哈市：持续激发“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活力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通过开

展 比 武 竞 赛 、走 村 入 户 服 务 群 众“ 四

有”活动，大力做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履职担当、能力提升等工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

支持。

去年底，组织各乡镇（党工委）、各

行业部门、各重点村及一般村的 21 名

乡镇负责同志、48 名重点村驻村干部和

支部书记等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参与乡

村振兴比武竞赛活动，针对基层党组织

建设、产业发展、政策宣讲、为民办实

事、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落实等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交流，以“考”促学习、以

“赛”促整改，督促引导乡镇领导、行业

部门领导、驻村干部、村（社）干部查不

足、找弱项、促提升，及时找准破除“中

梗阻”的关键点。

结合省委组织部开展的“访民情、

集民意、聚民心”全覆盖入户走访活动，

驻村工作队员走进群众家中，全面精准

收集被访对象家庭人员构成、收入支

出、困难诉求等情况，撬动派出单位的

资源力量下沉，进一步帮助群众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全县驻村工作

队走访入户重点村及易地搬迁安置区

共 6233 户 18181 人，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32件，解决问题 99件次。

（曲组）

曲麻莱县：推动驻村干部驻村又助村

近年来，西宁市城东区积极探索新

时代老干部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着

力打造“四色”服务，实现新时代老干部

工作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精准化。

擦亮银发初心“本色”。发挥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

中心主阵地作用，通过老干部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主题党日等途径，引导老同

志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提升精准服务“暖色”。精准落实

“一人一策”服务离休干部工作，积极做

好医药费报销服务。积极开展“敲门行

动”。完善信息服务，提高网络信息覆

盖率，加大信息化服务力度。

增添社会治理“亮色”。积极发挥

老同志优势和作用，擦亮“霞满东区”正

能量活动品牌。实施离退休干部助力

东区振兴行动，组织关工委“五老”人员

走进中小学校，组建老干部“爱卫、创

文、敬业”银发志愿队。

展现文化养老“特色”。打造“老党员

之家”,加快推进区老年大学规范化建

设，多样化开展“党建+文化养老”活动。

（城东组）

西宁市城东区：“四色”服务提升老干部工作质效

◇戈壁滩荒凉无垠，阵阵呼啸的
“风斧”裹挟着飞沙扬砾，雕刻出怪异
嶙峋、形态万千的风蚀地貌，让人恍若
来到了火星

◇在青藏高原上勘定优秀光学天
文台址，关乎我国未来空天活动和相
关基础学科参与国际竞争

◇AIMS望远镜将填补国际上没
有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空白，
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

◇每年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
们来到冷湖，用望远镜观测太阳黑子和
日珥、观测行星，接触东半球唯一的国
际天文观测基地，近距离接触科学家，
在心灵深处播下探索宇宙的“种子”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顾 玲 陈 杰

雪后的赛什腾山寒冷清幽，盘山

路如一条银链蜿蜒而上。

空气洁净清澈，遥远星空仿若撒

满了宝石的巨幕。氤氲中，云摇云散，

猎户当空……人们在世界屋脊仰望浩

瀚宇宙。

这里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茫崖市冷湖镇，地处青藏高原戈

壁深处的柴达木盆地，被誉为“地球上

最像火星的地方”。

2021 年 8 月，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震惊天文

界：中国科学家找到一个可与世界顶

尖天文台址比肩的潜在天文观测点

——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依托基地，昔日冷湖这一戈壁上

的荒凉小镇，成为一批批天文学家和

探险家的乐土。

冷湖不冷，未来已来！

这里是冷湖

冷湖，蒙古语称为“呼通诺尔湖”，

意为异常冰冷的湖水。这里平均海拔

2800 米，常年寒冷多风、干旱少雨；距

离省会西宁 1000 多公里，最近机场在

约 250 公 里 外 的 甘 肃 敦 煌 。 即 便 如

此，近些年仍有许多科学家、作家、影

视剧编导、星空摄影达人、游客频繁来

到冷湖探访。

“这里有着宇宙一般恢宏浪漫的

气质。奇异瑰丽的地貌特征，视觉上

给人以辽阔、壮丽、苍茫的冲击感。”电

视剧《三体》总导演杨磊说。

戈壁滩荒凉无垠，阵阵呼啸的“风

斧”裹挟着飞沙扬砾，雕刻出怪异嶙

峋、形态万千的风蚀地貌，让人恍若来

到了火星。

“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冷湖

的星空会让你忘了时间和空间。”冷湖

火星小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袁振民说。

肉眼看星星，地上落银河。在戈

壁大漠和星空对话，人在苍茫天地间

仿佛一粒尘埃。

照片上的仙女座星系清幽孤寂，

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墨子

望远镜已经接收到来自 250 万光年以

外仙女座星系的光。

在冷湖天文观测基地，一台台大

型天文望远镜在赛什腾山上竖起，几

十个仰望苍穹的巨眼举目向太空。

沿“火星一号”公路颠簸前行近百

公里后，一片由白色集装箱拼装而成

的营地出现在眼前。走进梦幻般的甬

道，太空舱像蜂巢一般立在眼前，仿佛

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无人区、天文台、沙漠、火星营地、

油田废墟、火箭基地……多种元素穿

越时空在冷湖交汇、融合。“冷湖是一

个神秘的空间，具有画面感和难以抗

拒的诱惑力。”博纳影业集团制作总监

曲吉小江说。

冷湖之变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青海冷湖油

田被发现，这座因石油而建的小镇逐渐

繁荣，人口曾达 10万人。直到 80年代

后期，冷湖油田日渐沉寂并退出历史舞

台。告别石油小镇的昔日繁华，冷湖开

始在颠覆重构中探索未来发展方向。

2017 年，时任海西州冷湖行政委

员会副主任田才让正为冷湖的产业转

型发展东奔西走。“我们调研旅游路线

时，常常早上去、晚上回不来，夜晚在

荒山野岭抬头看天，发现冷湖的星空

很特别”，田才让自问，“为什么这里的

星星离我们这么近？冷湖能否依托星

空资源发展文旅产业？”

带着这些疑问，田才让邀请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前来

冷湖考察。

2018 年 1 月起，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邓李才研究团队在冷湖赛什腾山区

4200米海拔标高点（赛什腾C区）定点

选址，对该地域的晴夜数量、晴夜背景

亮度和气象进行连续监测，获取了大量

气象、天光背景、全天云量、晴夜数统计

和视宁度分析等关键监测数据。

连续 3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该台

址的视宁度中值为 0.75 角秒，与公认

的世界顶级天文台——美国夏威夷天

文台、智利帕拉纳尔天文台的同期数

据基本持平。而且，冷湖台址区域的

优质晴夜时间占比达 70％，每年天文

观测可用的时间达 300 天。此外，这

里常年寒冷多风、干燥少雨，也满足世

界一流天文台址的基本条件。

沉寂多年的冷湖进入科学家视野

——冷湖地区的光学观测条件可比肩

国际一流大型天文台，是光学天文发

展的宝贵资源。

“光学观测台址是极其宝贵的战

略性稀缺资源。我国地处亚欧大陆东

部，缺乏满足现代大型天文望远镜建

设的台址，一直是困扰学科发展的瓶

颈。”邓李才说，在青藏高原上勘定优

秀光学天文台址，关乎我国未来空天

活动和相关基础学科参与国际竞争。

冷湖地区天文观测台址的发现，为

中国光学天文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等科

研院所及高校专家纷纷来冷湖调研。

目前，已有 11 家科研机构的 12 个

科研项目、43台望远镜落地冷湖，这里

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

冷湖星空

手可摘星辰——在冷湖天文观测

基地，科学家正追逐璀璨星空。

2023年9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

大视场光学成像望远镜——墨子巡天望

远镜在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正式启用。两

个月后，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首批近地

小行星并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

“作为深空探测实验室的重要地基

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开展的近地小行

星等目标的监测和预警任务，将显著提

升我国近地天体监测预警能力。”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

院长、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孔旭

说，“望远镜获取的高精度位置和多色

亮度观测数据，可以用于高效搜寻和监

测天文动态事件，在时域天文、太阳系

天体普查、银河系结构和近场宇宙学等

领域取得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

清华大学 6.5 米宽视场光谱巡天

望远镜（MUST），是目前入驻冷湖口

径最大的望远镜项目。“该光谱巡天望

远镜建成后，将在暗能量和暗物质本

质、引力波宇宙学、系外行星和星系形

成等前沿方向取得重大基础性、原创

性突破，有望发现宇宙的全新规律。”

清华大学天文系副教授蔡峥介绍，这

个望远镜将与国际上已建成的数个大

规模测光巡天望远镜进行互补协同。

邓李才负责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恒星观测网络组（SONG）中国节

点望远镜项目，2022 年在赛什腾山上

完成了观测塔楼的建设，目前望远镜

调试基本完成。

“这是中国第一个新技术圆顶。

我们没有在圆顶内使用空调，而是对

它 的 热 学 、风 动 力 学 进 行 了 专 门 设

计。新的设计可以利用自然风控制圆

顶内温度，这对望远镜的圆顶视宁度

会有很大贡献。”

目前，世界首台“用于太阳磁场精

确测量的中红外观测系统”（简称AIMS
望远镜）已实现核心科学目标——将矢

量磁场测量精度提高一个量级，实现了

太阳磁场从“间接测量”到“直接测量”

的跨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怀柔

太阳观测基地总工程师王东光介绍，

AIMS望远镜将填补国际上没有中红外

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空白，揭开太阳

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

“AIMS 望 远 镜 不 仅 科 学 目 标 在

国际上具有创新性，在技术上也有创

新性的突破。望远系统在中国天文观

测中首次采用离轴光学系统设计，焦

面科学仪器除 8至 10微米的红外单色

像外，还配备了国际领先的高光谱分

辨率红外成像光谱仪和偏振测量系

统。”王东光介绍，AIMS 望远镜的研

制，推动了中国红外光谱与红外偏振

测量技术的发展。

科幻冷湖

驾车行驶在冷湖俄博梁广阔的土

地上，方圆百里渺无人烟，周围景色荒

凉嶙峋。通讯阻隔让人远离城市繁华

与外界聒噪，大片无人区给人外星拓

荒的无尽想象，脚下沙丘和砾石让人

仿佛置身火星。

在世界屋脊与浩瀚宇宙对话，在

大片残垣断壁中思考地球资源的底

线，在火星般的地表上寻找生命的意

义……透过冷湖的星空与旷野，人们

探索着科幻冷湖的未来。

“第一眼看到‘火星’时的感官震

撼，是你查资料看照片无法想象的。”

科幻作家王晋康认为，“冷湖的历史、

地貌和天文基地等资源禀赋，都能为

科幻创作赋能”。

冷湖自带的科幻感，迎来了另一

种机遇。2017 年 8 月，当地政府宣布

启动“冷湖火星小镇计划”。田才让

说，该计划希望透过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优质的暗夜星空资源，将冷湖打造

为天文科普研学旅游目的地，让更多

人领略戈壁深处的梦幻和活力。

2019 年 3 月，通过企业与地方政

府合作，集科技、科普、科幻于一体的

冷湖火星营地投入运营。

作为我国首个火星研学旅行实践

的教育营地，冷湖火星营地占地约 80
亩，可同时容纳 72 位“火星探索者”进

行火星生存体验，为游客提供完整的

“火星登陆”体验。

营 地 面 向 青 少 年 群 体 开 设 了 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教育

课程和火星主题任务。每年夏天，来

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来到冷湖，用望

远镜观测太阳黑子和日珥、观测行星，

接触东半球唯一的国际天文观测基

地，近距离接触科学家，在心灵深处播

下探索宇宙的“种子”。

对 于 科 幻 作 家 和 影 视 剧 编 导 来

说，冷湖又是一个“最具科技含量和科

幻想象力的空间”。

2018 年 1 月，《科幻世界》杂志社

副总编辑姚海军等人来到冷湖考察，

认为冷湖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科幻

IP。此后，“冷湖科幻文学奖”应运而

生。不少年轻创作者从冷湖获取灵

感、汲取动力。

“如果能得冷湖奖出道，就能在业

界站稳脚跟。”青海青年科幻作家于鲲

这样说。2019 年，他的小说获得第二

届冷湖科幻文学征文中篇二等奖，这

令他信心倍增，此后接连斩获了科幻

银河奖、星云奖、晨星奖等 18个奖项。

越来越多的影视投资人、从业者

开始关注冷湖。杨磊认为，可以深耕

冷湖的“科幻文旅”特色，开发科幻影

视拍摄基地，发展特色化影视旅游产

业，与旅游业实现跨界融合，更好提升

冷湖知名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

的增长点。

在世界屋脊仰望浩瀚宇宙在世界屋脊仰望浩瀚宇宙在世界屋脊仰望浩瀚宇宙 囊谦：燃情冰雪，共赴游牧文化盛宴

2 月 27 日，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

县第二届“牛嘎”冰雪运动节暨着晓乡

传统游牧文化活动在“牧人之乡·云端

着晓”举办，该活动将竞技游戏和传统

游牧文化完美结合，通过一场冰雪盛

宴点燃了寒冷的高原冬季。

囊谦县着晓乡属于牧区，平均海

拔较高，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当地牧

民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冰雪与游牧文

化相结合的娱乐方式。“牛嘎”就是一

种高原牧民独有的冰雪运动方式，也

是一种民间竞技游戏，“牛嘎”是一种

用牛粪制成的鞍形滑冰工具，一般以

牧区常见的牛粪为原料，经过冰冻成

型，造型多样，在当地颇受欢迎。

本报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欧金
丁桑 摄“看台”上的群众为运动员欢呼喝彩。

运动员坐在“牛嘎”上奋力向前。

星空下的营地。 冷湖火星小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