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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晓英） 4 月 15
日，受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公保扎西

委托，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振

昌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审议

省政协机关党纪学习教育《工作方案》

和《读书班方案》。

会议指出，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

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高标准高质量

组织开展好省政协机关的党纪学习教

育，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

“两个维护”，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真正做到知行知止、令行禁止。

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的政治导向、目标任务和实践要

求，高质量做好“规定动作”，同时，结合

政协实际，做到纪律教育和党性教育相

结合、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相统一，精心

组织推进好省政协机关党纪学习教育各

项工作，静下心来上好“集中课”，坚持逐

章逐条学、联系实际学、研讨交流学，准

确掌握《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主旨

要义和规定要求，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履职的强大动力。

仁青安杰、匡湧、王绚、马丰胜、李

晓南、田奎、谢宝恩出席。

省政协党组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通讯员 张
广伟） 4 月 13 日，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共青团湟源县委“源团筑苗”青少

年发展专项基金正式签约，标志着我省

第一个由团组织设立的青少年公益基

金正式成立。

“源团筑苗”青少年发展专项基金

的成立充分发挥了共青团联系青年、组

织青年、服务青年的桥梁纽带作用，增

强了全社会支持教育、热心公益事业的

社会责任感，弘扬了乐善好施，扶贫济

困的良好社会风尚。共青团湟源县委

员会将从青少年实际需求出发，围绕有

益于青少年成长的各项事业，积极募集

青少年发展资金，发动和协助捐赠方积

极、有效履行社会责任，共同关心关爱

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发展。

据 了 解 ，共 青 团 湟 源 县 委 员 会 自

2022 年成立“合源筑梦”专项助学资金

以来，共筹集善款 65 万余元，依托募捐

资金开展困境学子“与梦同行·书桌改

造计划”“茉莉花开·沁润童心”图书捐

赠等爱心活动，为全县各乡镇 117 名困

境 学 子 配 套 学 习 书 桌 、护 眼 台 灯 117
套；向全县 8 个乡镇的农村学校捐赠总

价值约 10 万元的图书 4760 余册；对接

青海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争取到“希望

工程 1+1 新助力”“希望工程圆梦大学”

“中国茅台”等项目助学资金 76 万元，

为 660余名困境青少年提供助学资金。

全省首个“源团筑苗”青少年发展专项基金成立

本报讯（记者 祁国彪） 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吉光专项计划与青海省妇联

联合主办的青海“少年心知点亮计划”心

理科普教育公益活动，于 4 月 15 日在西

宁市启动。活动为期 4天，依托“双培强

基工程”，致力于挖掘义务教育阶段青少

年的优势潜能与创新能力培养。

活动为西宁市 240 名学生，进行记

忆力、注意力、感知觉、开放性、宜人性、

尽责性、外倾性、父母依恋类型、同伴关

系以及体质健康、核心学习能力、核心

认知能力与成长性思维、职业发展规划

等在内的多维度专业测评。对测评结

果，项目专家团队为学校及家长提供个

性化的培养建议。

活动还邀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的专家举办四场专题公益讲座。专

家以“运动一小时，成长不烦恼，儿童体

育促进大脑发育的奥秘”“关注心理健

康，开启智慧成长，发现自己点亮未来”

“全面识别，精准培养，为了每一个孩子

的更好发展”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得到

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欢迎和好评。

这次公益活动通过专业测评工具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测评数据深度分

析，全面了解儿童青少年的认知水平、

情绪管理、心理状况和家庭亲子关系等

情况，经过科学测评在揭示每个孩子独

特潜能和需求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为

今后的教育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持。

青海“少年心知点亮计划”心理科普教育公益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4 月 15
日，“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全省春季文

化旅游系列活动暨海南·贵德第十八届

黄河文化旅游季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德县拉开帷幕，标志着“山宗水源 大美

青海”的“赏春之旅”正式出发。

此次活动将推出最广泛的展演舞

台和高水平的文旅盛宴，各类精彩纷呈

的文化和旅游主题活动延续至 5 月下

旬。期间，春“艺”盎然——全省优秀文

艺节目惠民演出、春日“悦”读——图书

馆主题活动、文化“馆”够——文博主题

体验游、“艺”起舞动——第二届全省广

场舞大赛、“遗”游味尽——非遗进街区

主题活动、一见“青”心·奔赴山海——

文化旅游资源宣介等涵盖文艺演出、非

遗展示、文博主题游、文旅资源宣传、精

品旅游线路推介、特色美食体验、文旅

消费促进等 300 余项文化和旅游系列

活动将陆续呈演，全方位宣传推介得天

独厚的文旅资源，立体式展现多元文化

和风土人情，在这里览山河、尝美食、赏

美景，品文化、寻乡愁、悦人生。

同时，还将推出西宁市—贵德县、

西宁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尖

扎县、西宁市—海东市平安区—乐都区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化隆县 3 条“春花烂漫季 邀

您踏青赏花”春季旅游精品线路，让广

大群众和游客乐享高原醉人春意、尽情

释放欢乐。新产品、新活动、新的游玩

方式接踵而至，将通过资源整合，拓展

战略空间，推动文旅融合，深入挖掘与

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城市风格，组织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重点商

圈、品牌企业联动，开展“夜购、夜食、夜

游、夜娱”等消费活动，以品质供给满足

群众需求，以规模流量促进城市消费，

全力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
春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记者 罗 珺 顾植霞

4 月 15 日，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进入第

三天，随着展会热度持续攀升，前来青

海展馆购物和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一大早，我省各企业就忙着把自家

产品摆放出来。相比前两天，产品在种

类和数量上都有所增加，从牛肉干、酸

奶、青稞酒、藜麦等家喻户晓的青海特

产，到沙棘原浆、枸杞原浆、藜麦麦片、

牦牛三角奶酪酥等拓展市场的创新产

品，这些“青字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依

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发挥双循环交

汇点作用，乘着“消费促进年”的东风，

阔步向前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个牛肉干很好吃，你尝一下，我

给你切成小块，小孩子也可以吃，你加我

微信，我们支持全国邮寄。”青海柴垦农

牧品牌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展位前，销售

部经理崔长龙边介绍产品边仔细地将大

块风干牦牛肉切开，装进包装袋里。

煮牛羊肉的火爆势头还没过去，

柴垦公司的农产品前又挤满了消费

者，大家纷纷询问价格并争相购买，销

售人员不停补货，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柴垦公司第一次参加大规模

展会，他们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如

何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农畜产品，品

尝是最好的办法。这几天，我们煮好

牛羊肉让大家品尝，还有牛肉干和奶

制品，大家的反响很好，购买的人也很

多。来自咱们青海的产品纯天然无污

染，吃起来更健康！”公司总经理盛玉

宁说完赶紧忙着去招呼客人。

记者了解到，这三天，柴垦公司每

天 都 会 煮 两 锅 牛 羊 肉 ，每 锅 煮 15 公

斤，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被品尝的人群

分完了，甚至连汤也被喝得精光。

感受到来自青海的诚意，消费者们

购买得很安心。不少媒体记者也被热

闹的青海展馆所吸引，纷纷前来采访。

“我对青海的印象是淳朴和粗犷，这次

近距离接触企业，感觉来自高原的产品

也很纯净实在。”“我是南方人，没有去

过青海，但是知道那儿的生态环境很

好，今天一尝产品，还真是‘大自然的味

道’，来自青海高原的纯净好物就是不

一样！”媒体人纷纷给予好评。

众多购买者里，一名女士和销售

人员高兴地攀谈起来。原来，这是土

生土长的青海人，现在海口定居，每年

消博会都会来青海展馆看一下，一直

在关注着家乡的产品。

“这几年我发现，咱们的产品逐渐

做得精细化了，这个变化很好。以前，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青海的环境天然纯

净，但咱们的产品往往在加工和包装

方面都比较粗糙，影响了销售。现在

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是奔着‘青字号’

来的。我现在还是会经常网购家乡的

食品，感觉吃得放心。”王女士说。

和她一起同行的当地人也表示，

以前只知道青海的藜麦很有营养，吃

了对身体好，在王女士的介绍下，了解

到更多青海的好产品，趁着来消博会

就多买点，带回去给家里人都尝尝。

“我们公司是专注健康产品的，对

你 们 的 产 品 很 感 兴 趣 ，可 以 合 作 一

下。”“咱们加个微信吧！回头你再给

我发一下你们详细的产品介绍。”另一

边，参加了四届消博会的青海三江沃

土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前也是

人来人往，不少客商仔细查看产品配

料表，认真咨询，表达了与企业合作的

意向。

还有很多消费者专门前来购买青

海藜麦。“我们今天上了很多新产品，

卖得都挺好，藜麦卖得最好，基本上都

是老客户来复购。我们的藜麦有机无

污染，免洗免泡，直接煮就可以，蛋白

质含量高，颗粒饱满又干净。我发现

海南人对养生都比较重视，所以藜麦

在这里销量很好，大家都很认可我们

的东西，一说青海就知道海拔高、日照

时间长、农产品纯天然、品质高。”公司

销售部经理任庆坤谈道。

在展馆的另一角，青海网红“大

嘴”陈贵富和两名身穿民族服饰的主

播正在进行“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走进消博会”专场直播活动。

“青海的很多产品在全国是非常

有知名度的，我们想借助网络平台，将

更多有特色的青海农畜产品介绍出

去，让更多人了解青海，了解咱们的好

东西。”陈贵富说。记者看到，直播间

最多时有近五万人观看，很多网友在

询问产品的营养价值和食用方法等。

下午，人流量渐渐减少，企业工作

人员忙碌了一天后，开始收拾展位。

他们补齐货品，等待着新一轮的热卖，

准备将更多的“青字号”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青海省参加第四届消博会见闻之二

““来自青海高原的来自青海高原的
纯净好物就是不一样纯净好物就是不一样！！””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4 月 15
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 2023 年国土绿

化公报。

公报显示：2023 年，青海省深入实

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科学推进国土

绿化工作，全年完成国土绿化30.31万公

顷；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三江源国家公

园步入高质量建设新阶段；西宁国家植

物园纳入《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完成 12个

国家沙漠公园动态监测工作。统筹推进

“双重”专项、国土绿化试点示范、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等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全年

完成防沙治沙任务9.75万公顷。

坚持以城区绿化为骨架、乡村绿化

为连接，加快城镇、村域荒山荒地、村

旁、宅旁、路旁、水旁等庭院绿化美化。

动员全社会参与国土绿化和全民义务

植树。开展“春风 2023”打击整治专项

行动，推进林草资源领域综合整治。

加快发展林草特色产业，积极培育

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举办

“林草高新技术进青海”工作推进会暨

院士专家座谈会，联合印发《林草高新

技术进青海活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提出 16 项科技帮扶举措。《青海

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青海省湿地保

护条例》纳入省人大立法规划。

我省发布2023年国土绿化公报

←消费
者们争相购
买 青 海 产
品。

本报记
者 罗珺 摄

↑青海
的主播在展
会现场开展
专场直播活
动。

本报海东讯 （记者 陈俊 通讯
员 祝美甲） 4 月 15 日，海东市平安区

举行 2024 年春季区直机关义务植树

活动,全区 450 余名干部群众、退休老

党员、企业及师生代表以实际行动助

推“绿色平安·生态海东”建设。

上午 9 时，义务植树造林现场，党

旗飘扬，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挖

坑、扶苗、培土、踩实、浇水，合力栽下

一行行云杉、一排排山杏、一株株圆

柏，“生态先锋”积极争做绿色发展理

念的传播者、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党

建红”引领“生态绿”中不断厚植“绿色

家底”。据介绍，此次春季义务植树活

动将持续 15 天，计划完成全民义务植

树 55万株，参与人数 6万人次，新栽面

积 267公顷，补植补栽 647公顷。

近年来，平安区始终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绿化，牢固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回应生

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真切期盼,连续 7
年高标准组织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务

植树活动，执“绿笔”写好“生态+”文

章，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7
年累计完成国土绿化 44514公顷，义务

植树造林 757 万株，森林覆盖率达到

29.73%，城区绿化覆盖率达38.21%。

平 安

义务植树助推“绿色平安”建设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陈贇业 通
讯员 李莎莎） 4 月 15 日，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活动。在格尔木滨河南路，各族各

界干部群众种下近 2.5万株苗木，以实

际行动植树增绿，优化生态环境，共建

绿色家园。

当日，格尔木市各族各界干部群

众 3000 余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植树

面积 170 亩（约 11.33 公顷）。为降低

树种病虫害的发生和病虫害传播，保

证树苗成活率，本次义务植树采用的

树种和苗种均为本地育苗的新疆杨、

河北杨和青杨。

近年来，格尔木市按照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推进国土绿

化，防沙治沙成效明显。“十三五”期

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60690.57

公顷，包括封禁保护区保护任务。“十

四五”以来，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43660 公顷，包括封禁保护区保护任

务 。 目 前 ，格 尔 木 市 林 地 面 积 为

22.81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1.9%，城

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22.28%，草地

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2.3%，土地荒漠

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区域生态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

格尔木

义务植树增绿 共建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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