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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耀增

小“多杰”毛色油亮整齐，双眼炯

炯有神，在羊圈里跑着跳着，看到周增

本过来，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迅速

跑到他身边。小“多杰”蹭着周增本的

腿，眼睛里像个孩子一样充满温柔与

依赖。

“你看，现在这只小普氏原羚长得

多好，这是去年 6 月中旬，我和弟弟在

青海湖沿岸放牛的时候救助的。它是

被母亲遗弃的，当时已经奄奄一息，我

俩赶紧把它抱回家，给它喂奶，检查身

体，现在很健康。”周增本抚摸着精心

饲养了大半年的“多杰”，满脸欣慰。

“多杰”是周增本兄弟俩给救助的

小普氏原羚起的名字。每救助一只小

普氏原羚周增本兄弟俩都会给它们起

个美丽的名字，小普氏原羚俨然成为

了他们家的一员。

“到夏天，草绿了就可以把它放归

大自然了。”看着“多杰”，周增本眼神

中既有欣慰也有不舍。

2016 年以来，周增本和索南才让

行程近 1 万公里，巡湖巡草 300 多次，

共救助普氏原羚 57 只，包括像小“多

杰”这样哺乳期的小普氏原羚 19只，成

活率为 100%。

这是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悉心

照料和花费多年的积蓄换来的。“这几

年他们俩为了救助小原羚，差不多花

了 20万元，但是作为他们的家人，非常

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感到骄傲。”

周增本的妻子扎西卓玛说。

时下的草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放归大自然的小普氏原羚很难适应。

为了让普氏原羚安全越冬，缓解与家畜

争食的现象，这一段时间，兄弟俩经常

开着装满草料的小货车，深入普氏原羚

密集区投放饲草料，拆包、投放，一趟下

来要花费一上午。看到普氏原羚津津

有味地吃着他们投放的草料时，身体的

疲倦早已化为精神的享受。

而到了夏天，天气干旱炎热，小普

氏原羚的饮水又成了问题，两人及时

将这一情况上报相关部门，在上级业

务部门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从 2022 年起先后投入项目资金在小原

羚栖息地修建饮水池 54 处，为普氏原

羚打通饮水通道，确保特护区普氏原

羚喝上干净卫生的水。

昂起头颅，嬉戏奔跑，在海北藏族

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大草原，普氏原

羚 欢 脱 地 奔 跑 着 。 远 处 的 望 远 镜 背

后，周增本和索南才让热泪盈眶。作

为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的普通牧民，

这已是他们两人守护普氏原羚的第八

个年头了。

哈尔盖大草原是普氏原羚栖息活

动的区域之一。“每年 11 月到第二年 1

月底是普氏原羚的交配期，7 月和 8 月

是产羔期，这些都是监测普氏原羚的

重点时段。”多年的救助经历，普氏原

羚的生活习性，早已深深印刻在兄弟

俩的脑海中。

“早在 1999 年，我和弟弟在哈尔盖

镇经常看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才

知道我们不时看到的‘羚羊’是国家保

护动物。”周增本回忆：“保护普氏原羚

是从 2016 年开始的，那年夏天我看见

几只被河水淹死的小原羚，心里特别

难受，下定决心尽全力保护这些小生

命。”

2017 年，兄弟两人救助了四只刚

出生的小普氏原羚，为了让“四小只”

活下来并健康成长，他们用家里的牦

牛换了西门塔尔奶牛，就是为了让“四

小 只 ”喝 上 足 够 新 鲜 的 牛 奶 ，吃 上 饱

饭。

多年的救助和饲养经历，让兄弟

俩成了一名深谙小普氏原羚吃奶习惯

的优秀“奶爸”。

每次给小普氏原羚喂奶前，周增

本和索南才让都会用买来的小铁锅给

奶瓶消毒，把奶瓶倒放沥干水，再煮牛

奶，装进奶瓶。随着两人的轻声呼唤，

救助的小羚羊欢快地跑过来，一边吸

着奶瓶，一边用身子蹭着周增本的腿，

像个孩子一样依赖着。

每次当救助回来的小原羚不肯吸

吮牛奶，蜷缩在毯子上一动不动时，周

增本和妻子每天都要花费 6个多小时，

白天晚上轮流将牛奶一滴滴喂给小原

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人充满爱

心的照顾下，小原羚开始“听话”了，它

们会主动呼唤主人找奶吃，随着时间

的推移，小原羚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看着它们在院子里蹦蹦跳跳，两家人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 着 救 助 的 小 原 羚 身 体 恢 复 好

了，周增本和弟弟会选择把它们放归

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才是它们的家。

“我愿意为普氏原羚保护贡献出

所有积蓄。保护普氏原羚是要一直坚

持下去、不计回报的工作，做事不是给

人看的，要实打实地做下去。”兄弟俩

坚定地说。

8 年间，哈尔盖草原的普氏原羚从

原来的 200 余只增加到了目前的 3500
余只，周增本和索南才让一直都在骑

着他们的马或开着皮卡车，奔走在草

原山水之间，守护着普氏原羚的家园，

守护着这片净土。

天色逐渐暗淡，地平线托起漫天

星 光 照 亮 了 周 增 本 和 索 南 才 让 的 小

院，也仿佛照亮了哈尔盖草原精灵的

梦乡。

周增本趁着满天星光走进羊圈看

了一眼已经睡着的小“多杰”，才放心

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哈尔盖草原上的哈尔盖草原上的““护羚使者护羚使者””

周增本（左）和弟弟索南才让在巡护途中。

本报海东讯（记者 牛玉娇 通讯
员 赵琦） 3月7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应急管理部门充分运用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地质灾害）资金，向全县 18个乡镇

270个村配发总价值 212.65万元的强光

手电、雨衣、雨鞋等12类应急储备物资。

据悉，此次配发物资主要用于加强

各乡镇、村应急物资储备，全面做好灾

害抢险救援准备，提升互助县各乡镇、

村应急指挥、预警预报、应急处置和紧

急避险能力，从而进一步强化乡镇、村

应急建设能力，构建全县社会化应急救

援体系，妥善应对处理各类险情灾情。

近年来，互助县牢固树立安全发展

理念，持续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健

全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行

高效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确保发生突

发事件时应急物资备得足、拉得出、用

得上，进一步提升县域应急管理水平，

守住安全底线。

互助为18个乡镇配发
两百余万元应急储备物资

本报讯（记者 董洁） 记者近日从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规范我

省经营主体名称争议处理程序，保护经

营主体名称合法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省市场

监管局印发《青海省市场主体名称争议

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我省

各级登记机关规范处理经营主体名称

争议提供了制度保障，走在了西北地区

前列。

名称是经营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和

其他法律行为时，用以显著区别他人、彰

显自己法律主体地位的标识，具有重要的

商业价值。由于现行经营主体名称登记

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等关于经营主体名称

争议处理的规定较为原则，导致我省各级

登记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不

利于保护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省市场

监管局坚持守正创新，认真研究《企业名

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

定实施办法》等关于经营主体名称争议处

理的原则性规定，充分吸收其他行政行为

具体处理程序的有关规定，依法依规、科

学合理制定了《办法》，对名称争议的证据

材料、简易裁决和调解程序、处理时限、相

关文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为我省规范开

展经营主体名称争议处理工作奠定了基

础、提供了统一规则。

根据《办法》规定，青海省登记的企

业名称有争议，将有规可循。省市场监

管局相关部门表示，将积极做好《办法》

的宣传解读工作，提升经营主体知晓度，

营造《办法》施行的良好氛围，指导各级

登记机关严格按照《办法》规定的程序、时

间、文书等要求，规范开展经营主体名称

争议处理工作。此外，持续完善我省经营

主体名称自主申报系统，进一步提升名称

相同和近似比对结果的准确性，不断提高

经营主体名称规范化水平，有效降低事后

处理经营主体名称争议的风险。

我省健全完善经营主体
名称争议处理程序

周增本给小普氏原羚喂奶。 哈尔盖镇供图

本报讯（记者 魏爽）“阿姨您好，家

里用的取暖设备,一定要做到人走断电,预
防火灾事故发生!”3月7日，果洛藏族自治

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人员正在小区

入户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结合目

前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

整治行动，全省各级消防部门积极发动社

会单位和基层群众等各级力量，进一步增

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期间，全省各级消防部门紧密结合实

际，组织基层力量深入辖区住宅小区、商

铺街道、易燃易爆等重点场所，逐楼逐栋、

从上到下，张贴消防宣传海报，实现社会

面消防提示“随处可见”“时时可见”，不断

扩大消防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

通过“走街串巷”开展“面对面”消防宣传

活动，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

常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等消防安全常

识，帮助居民排查厨房、客厅、阳台等隐患

较为集中的区域，向各个商家发放消防安

全宣传资料，提醒商家注意冬季防火和安

全用电，提高防火、防灾安全意识，倡导群

众共同维护消防安全。

青海消防

“面对面”消防宣传教育
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3 月 5 日，

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团

省委、省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

务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完善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机制，

强化关爱服务措施，提升关爱服务水

平，更好促进困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心理健康宣

传教育、规范开展心理健康监测、及早采

取有效措施干预、畅通转介诊疗绿色通

道、强化跟进关爱帮扶服务、充分发挥服

务阵地作用和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共7

项主要任务。各有关部门会研究分析困

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及时

掌握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密切关注儿

童面临的学业压力、经济困难、家庭变故、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情况，妥善做好相关

处置工作。综合运用多种举措，协调多方

力量，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导、心理慰藉

等帮扶服务，全面提升关爱服务的质量和

效果，逐步健全新时代困境儿童心理健康

关爱服务体系。同时，关爱服务对象范围

会向有需要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拓展，

不断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关爱困境儿童

心理健康的浓厚氛围。

青海“七项任务”助推困境儿童
心理健康关爱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3 月 6
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

育站成功放归秃鹫和雕鸮 2 只猛禽。

这是继 2023 年 9 月 21 日放归 2 只大鵟

和 3 只红隼、2023 年 11 月 16 日放归 1
只雕鸮之后，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

物 救 护 繁 育 站 又 成 功 放 归 的 2 只 猛

禽 ， 这 为 救 护 繁 育 站 进 一 步 加 强 猛

禽 救 护 放 归 能 力 ，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记者了解到，此次放归的秃鹫和

雕鸮属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分 别 救 助 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 和

2024 年 1 月 16 日，均由门源回族自治

县浩门森林公安派出所接警救助后移

送至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

育站，经救护繁育站兽医师检查，秃鹫

并无外伤，判断其为长时间未进食，导

致身体消瘦，无法正常飞行觅食。隔

离观察、喂养两周后一切正常，后移至

猛禽笼舍，通过近 3 个月的饲喂管理，

体重由 6.2kg 增加至 6.72kg，体况恢复

良好，两翅飞羽完好，达到放归标准。

雕鸮右翅有轻度创伤，但未发现骨折，

通过单独饲喂管理，近 2个月时间体重

由 1.98kg 增 至 2.37kg，各 项 指 标 恢 复

良好。

“为减少人类饲喂对野生动物的

印痕，通过最终的体况检查评估，尽快

安排了两只猛禽放归计划。秃鹫和雕

鸮均在救护繁育站周边的山林有野外

种群，故选择了就地放归。放归后的

两只猛禽短暂停留后，均飞行正常。”

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

工程师马存新介绍。

马存新表示，祁连山国家公园野

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将进一步提高野生

动物救护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一套体

系完善、职责清晰、流程规范的救护工

作体系，努力将救助工作与科研监测

进行有效结合，做到科学救助、合理放

归，切实提升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

救助能力，促进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安

全管理。

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

再次放归2只猛禽

3月8日，玉树藏族自治州隆宝滩国际重
要湿地迎来春天首批赤麻鸭12只，身披赤黄
褐色的“彩衣”赤麻鸭，或游走在草滩上栖息觅
食，或展翅翱翔天空，或在冰面上歇息，让隆宝
滩国际重要湿地在春季充满了勃勃生机。

隆宝滩国际重要湿地鸟类资源从1984年
12 目 20 科 30 种增至 2022 年 17 目 39 科 138
种。其中：有黑颈鹤、遗鸥、黑鹳等10种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蓑羽鹤、灰鹤
等2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越来越大，隆宝滩国际重要
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数量稳中上升。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青海隆宝滩国际重要湿地迎来春天首批赤麻鸭

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 3 月

6 日，记者从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

悉，2024 年西宁市锚定新型工业化方

向，扎实开展工业经济稳增长、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招商引资领跑、政策

保障支撑四大专项行动，力争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全力打

造全省先进制造业“第一方阵”。

围绕工业经济稳增长行动，西宁市

落实落细系列稳增长政策举措，建立工

业运行“三个清单”，形成市县区（园区）

工业经济运行联动调度机制，深化包保

企业服务制，建立重点项目跟踪服务台

账，以有效投资促进光伏制造、锂电储

能等重点行业稳增长。围绕重点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西宁市巩固壮大百

亿级领军企业，建立“链主”企业向中小

企业发布产业链供应链需求机制，深化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壮大发

展光伏装备、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和储

能制造等装备产业。围绕招商引资领

跑行动，西宁市实施项目“目录库、储备

库、实施库”管理，进一步加大与长三

角、京津冀、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和产业

链头部企业的对接力度。围绕政策保

障支撑行动，西宁市统筹生产要素保

障，强化政策资金支持，切实优化营商

环境，夯实工业发展基础。

西宁市实施四大专项行动

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
“第一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