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北讯（记者 尹耀增） 4 月

25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召

开《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以下简称《立法

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立法条例》于 2024 年 2 月 2 日

海北藏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自 2024
年 5月 1日起施行。

《立法条例》包括总则，立法规划和

立法计划，州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的修

改、废止和解释，其他规定，附则七章五

十八条。制定《立法条例》是海北州构

建“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协同、各

方配合、公众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的

重要体现，标志着海北州立法工作首次

有了一部全面完整的程序性法规，也标

志着海北州立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将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规范

立法程序，发挥在立法中的引领、推动

作用，为推进法治海北建设起到积极的

保障作用。

《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5月1日起施行

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4 月 25
日，以“绿色西宁·畅快跑马”为主题的

2024 西宁半程马拉松赛前跑者分享会

在西宁市几何书店举行，来自北京、广东

等地的 30余名马拉松爱好者齐聚于此。

分享会上，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专

家针对高原地区马拉松训练注意事项、

赛后恢复等方面为大家指导分享相关知

识经验，倡议大家科学训练，健康参赛，

安全完赛。随后，爱好者们来到湟水湿

地公园进行跑前热身，在热烈的气氛中，

一起慢跑 5 公里，诠释马拉松运动超越

极限，挑战自我的精神。

据悉，今年，西宁半程马拉松赛推出

“赛前达人分享沙龙”“跑步训练营”“荧

光夜跑”等系列主题预热活动，为跑者提

供更多沉浸式运动体验场景。

西宁市城西区

举办2024半程马拉松
赛前跑者分享会

本报讯 （记者 王臻） 人 间 烟 火

气，最抚凡人心。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了

解，大多是从味蕾开始的。由青海省农

业农村厅和青海日报社主办的“我最喜

爱的青海乡土美食”推选活动于 4 月 18
日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

泛关注与支持。截至 4月 25日晚，活动

页面浏览量已突破 100 万，投票数达 50
万人次。

本次活动为青海书写了一张美食

清单，是对青海美食文化的溯源。活动

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社会各界和“吃货”

粉丝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给自己心中

的“必吃美食”热情投票。

此次活动是对青海乡土美食的一

次“大梳理”“大起底”。结合此前征集

的美食线索，主办方精心挖掘、筛选了

65 款最具青海特色的面食、菜品、小吃

等美食，汇聚青海老八盘、青海拉面、湟

源里脊、土火锅、酿皮、洋芋津津、搅团、

狗浇尿、馓子、干板鱼、酸奶、甜醅等，充

分展现了青海美食的“食”力与魅力。

50万人次票选青海必吃美食

本报记者 陈 俊 谢梦茹

春天，是开始，是希望，对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灾后恢复重建回迁的

受灾群众来说，春天更是饱含甜蜜幸

福的来日方长，是党恩“春”暖万户千

家的每一个日常。

4 月 25 日，一路翻山越岭，历经四

小时长途跋涉，记者来到化隆县最“遥

远”的乡镇塔加藏族乡，见证化隆县灾

后恢复重建首批受灾群众入住。

从空中俯瞰，塔加乡“蜗居”在大

山的褶皱里，一条乡村公路和两山夹

峙间的一道小溪，或平行或交织的向

东“流淌”，河谷间青青的麦田、一树树

迎风摇曳的细柳和涓涓细流，给原本

荒凉的山村注入了昂扬生机和无限活

力。

在此行的目的地塔加乡曹旦么村

二社过渡板房上空，一面党旗在蓝天

白云映衬下显得格外鲜艳。13 号板房

内，户主曹生民怀抱一岁多大的孙子，

满面笑容地看着妻子杜切奴打包，在

几名亲戚协助下，抱着被褥等生活用

品，沿乡间小道向刚刚加固的“新居”

走去。

“啪啪啪……”刚到家门口，等候

在新居大门口的乡党委书记徐寅和村

党支部书记曹福林迅速点燃鞭炮，用

特殊的方式庆祝化隆县灾后重建农房

峻工后第一户村民回迁。

在曹生民家的外墙外，悬挂着“让

感恩成为塔加人的精神基因，让奋进

成为塔加人的价值取向”的条幅，门楣

上的大红花，表达出主人的心声。

步入新居，13 间砖木结构的房子

显得古色古香，卧室、伙房、客厅、客

房、卫生间内，各种家具和家用电器一

应俱全，每一间屋子不仅宽敞明亮而

且窗明几净，加上洁白的地板和主人

家怎么也抑制不住的笑容，无形中增

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从危房到搬进帐篷，从帐篷搬进

活动板房，再到如今的新居，每一个环

节 都 有 党 和 政 府 对 咱 们 的 牵 挂 和 恩

情。”闲下来的杜切奴和坐在炕上做土

族刺绣的乡亲们说着心里话。

曹生民告诉记者，灾后重建启动

后，自家受损房屋被鉴定为 C 级，国家

按标准补助了 5.58 万元维修加固费，

加上 5000 元农房保险、5000 元临救助

金及其它费用，共领到近 8 万元费用，

经过为期一个半月的施工，经验收合

格后，今天终于搬回了新居。

“ 开 心 快 乐 之 余 ，更 多 的 是 感 党

恩。”曹生民说完，拉着记者的手来到

大门，指着“新居落成新政赐，高堂筑

就乐党恩”的对联说，这就是我们一家

的心里话。现在房屋重建好了，家也

安顿好了，终于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可

以放心出门打工挣钱去，新生活充满

新希望。

沿 二 社 安 置 点 来 到 南 侧 的 半 山

坡，沿路梨花和丁香花的花香被轻风

送至鼻端，清雅而不浓郁，如同生活在

这里的人低调而不张扬，和善中饱含

着和谐。

来到曹福林家大门口，大门最顶

端同样挂着大红花，在鞭炮声中走进

新居，东西两排九间新居相对，庭院中

间几株绿植为新居增色不少。

曹福林的爱人招呼前来道贺的乡

邻进屋，客厅茶几上，早已摆放好了各

色水果、馓子和清茶。

“ 感 谢 党 和 政 府 ，让 我 们 从 废 墟

中挺起了脊梁，从重建回迁中感受温

暖 ……”一 侧 的 炕 上 ，曹 福 林 的 亲 人

曹金子海对着总点长赵志清、驻村第

一书记周拉说着。

16 时，在距二社 3 公里之外的一

社，党员加杨扎西把被褥和锅碗瓢盆

搬到三轮车上，在亲人和乡村干部陪

同下，驶向自己维修加固好的新居。

新居内，半透明大棚式的四合院显

得格外宽敞，阳光透过棚顶照射进屋。

加杨扎西和妻女边向乡亲分发水果，边

向我们分享：“自己和女儿是残疾人，上

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两个孙子，灾情让

自己的生活陷入低谷，在党和政府关心

支持下，不仅搬回了新居，还加入到养

殖行业，加上女儿女婿打工挣钱以及国

家给的残疾人补贴，现在一年有近 10
万元的收入。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给我们一家带来新的希望。”

“曹旦么村一社是全藏族村、二社

是全土族村，自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

后，我最担心灾后重建过程中群众间

会发生矛盾，可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

是，两个村的群众犹如一家人，守望相

助，亲如一家，在大山深处共同演绎民

族团结的佳话。”曹福林说，家里门上

“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了民意解

民忧为民送福祉”的对联，既是曹旦么

村群众的心里话，更是塔加人民心声

的表达。

“曹旦么村受灾农户 93 户，开工

91 户，已完工 65 户，经县、乡两级验收

达到入住条件 20户。”化隆县灾后重建

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李伶介绍，塔加乡

有受灾农户 554 户，已开工 458 户，开

工率达 83%，已完工 106 户，经县、乡两

级验收达到入住条件 60 户，4 月 25 日

已全部实现入住。目前，正在加速推

进农房灾后恢复重建速度，加快资金

拨付、确保资金按时发放到位，确保 7
月 20日前全部完成入住。

——化隆县灾后恢复重建首批受灾群众回迁入住见闻

春暖塔加

探访新老关角隧道

全长 4.01 公里的老关角隧道是 1984 年

5 月 1 日正式投入运营的青藏铁路（西格段）

控制性工程，当时施工技术条件和艰苦自然

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正式通车前后跨度达 25

年。它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海拔最

高的铁路隧道，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修

成前，这里也曾为中国海拔最高的铁路隧

道。

青藏铁路从内地通往拉萨，经过青海省

境内的关角山，为了缩短火车在关角山上盘

山行驶的时间，一条长 32.6 公里的新关角隧

道历时 7 年，于 2014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车，

列车穿越关角山的时间由过去的 2 小时缩短

为现在的 20 分钟。今年也是新关角隧道通

车运营 10周年。

本报记者 陆广涛 倪晓颖 摄

本报黄南讯（记者 栾雨嘉） 一季

度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局聚焦“两

确保、三提升、两强化”，高质量推进春耕

生产、牲畜出栏、项目建设及乡村产业发

展等各项工作，全州畜牧经济实现“开门

红”。截至4月25日，全州完成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2.2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04%。全州畜产品产量 3016.06 吨，主

要畜产品市场供应稳定充足。

截至目前，黄南州争取落实中央、

省级衔接资金 6.3 亿元，已编制完成项

目方案；投资 4027 万元，一季度落实基

地培育、产品初加工、良种繁育以及农

牧业补贴等农牧业产业发展 4 大类 66
个子项目；大力推进涉农结转项目，目

前已复工高标农田、草地生态畜牧业转

型升级试点县项目等 15个项目。

此外，全州春耕面积达到 9126 公

顷，分别在同仁市、尖扎县各集中连片

建设小麦、青稞、马铃薯、油菜 4 个千亩

良种繁育基地，为推进种业振兴、确保

粮食安全助力。

一季度黄南州农牧业
总产值超2亿元

本报西宁讯（记者 陶然） 4 月 25
日上午，西宁市总工会组织召开庆“五

一”劳模工匠代表座谈会，动员和号召

全市广大职工群众以先进模范为榜样，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以实干实绩实效，为推动西宁在现

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近年来，全市各级劳模工匠以高度

的主人翁意识，在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在

各条战线建功立业，在平凡岗位上作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会上，4位来自不同行

业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青海高

原工匠、行业技术状元，结合岗位和工作

实际，分享了劳模故事，讲述了工匠事

迹。劳模工匠代表宣读了《倡议书》。

会前，劳模工匠代表参观了市总工

会荣誉室、工运史展馆，会后，观摩了青

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班

组、文化阵地建设情况。

西宁市召开庆“五一”
劳模工匠代表座谈会

本报西宁讯（记者 陶然） 4 月 25
日，“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 圣洁海南”文

旅资源西宁专场宣传推介暨海南州备

战旅游旺季市场秩序整治会在西宁市

召开。海南州现场推介了 5 县 16 个国

家 A 级旅游景区和相关旅游企业及文

旅产品。

推介会以文旅资源宣传和非遗展

示为主线，通过现场视频播放、介绍讲

解、特色展演等形式，重点宣传推介了

青海湖南岸景区、贵德县各景区、龙羊

峡景区等 16 个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自

然景观、特色亮点、风貌特征和服务功

能。省内 80 家旅行社与海南州 16 家 A
级景区、30家星级酒店和25家乡村旅游

接待点洽谈业务并签订合作协议。此

次文旅资源宣传推介活动，全方位宣传

推广了海南州特色文旅资源品牌、旅游

精品线路和“圣洁海南”地方特色品牌。

此外，海南州还通报了巩固旅游市

场整治成果，涉旅行业代表交流发言并

签订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促

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倡议书。为了

迎接八方宾客的到来，海南州将通过文

旅资源普查、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景

点、创新举办文化体育系列活动等举

措，不断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持续

规范文化旅游市场秩序，全力做好旅游

旺季备战工作，推动文化旅游行业繁荣

发展。

海南州在西宁专场
推介文旅资源备战旅游旺季

本报玉树讯（记者 程宦宁） 今年

一季度，玉树藏族自治州紧抓节庆活动

集中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消费在促进

经济增长、激发市场活力、丰富市场供

给、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中的积极作用，全方位、多领域、多维度

推进促销工作，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2083.3 万元 ，同比增长 0.9%，高出

全省增幅 4.3个百分点，增速领跑全省。

一季度，玉树州分别在州内各市

县、西宁市、北京、江苏徐州累计开展促

消费活动 9 次，投入促消费资金 55 万

元，财政专项资金 120 余万元，发放各

类消费券 2.4 万余张。按行业分析，批

发 业 销 售 额 20245.8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7%，高出全省 18 个百分点；零售业销售

额 32570.4 万元 ，同比增长 3.6%，高出

全省 3.3 个百分点；住宿业营业额 954.9
万元，同比增长 0.8%，高出全省 8.4 个

百分点。

一季度玉树州社零指标
增幅领跑全省

（上接第一版）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力度进一步加

大，3 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2286.87
亿元，一季度新增 59.03 亿元，同比增长

9.83%，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84 个百

分点。

科技创新、绿色低碳领域贷款增势

良好。3 月末，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贷 款 余 额 11.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3%，高 于 各 项 贷 款 增 速 2.94 个 百 分

点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贷 款 同 比 增 长

18.2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2.25 个百分

点。绿色贷款余额 1787.82 亿元，同比增

长 12.16%，较去年同期提高 18.36 个百

分点，科技型企业、绿色低碳企业信贷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

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回升，3 月末，全

省房地产贷款余额 918.67 亿元，同比下

降 0.71%，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 4.01 个

百分点，有效支持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

一季度青海省金融
运行“成绩单”出炉

加杨扎西的新居。

新关角隧道。

老关角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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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各项数据，为列车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曹生民的妻子整理新居。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