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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 5月 30日，青

海省“石榴籽+”高原阳光特色供电服务品

牌建设推广现场观摩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召开，标志

着经过两年试点打造，“石榴籽+”高原阳光

特色供电服务模式正式在全省推广。

“石榴籽”电力流动驿站是聚焦解决青

海地广人稀、供电服务难度大等问题，面向

偏远农牧民群众而探索设立的流动供电服

务新模式。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以现有供

电抢修车为载体，优化配置安全工具、施工

工具、电力应急保障物资和广播语音装置

等，组织工作人员移动化办理业扩报装、装

表接电、故障处理、用电咨询、政策宣传等

多样化供电服务业务，把 24 小时不间断电

力服务送到农牧民群众家门口。

经过两年时间的试点运营，国网青海电

力充分发挥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

作用，推行政府网格、供电服务网格“双网”融

合便民服务机制，深化拓展用电业务上门办、

用电故障上门修、用电设备上门检、用电信息

上门宣、用电诉求上门解等服务，切实解决服

务农牧区用电“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全省推

广“石榴籽”电力流动驿站服务模式后，该公司

将大力建设“电力驿站”“村网共建”电力便民

服务点，推行“一县一品”特色服务实践，在群

众安全用电、绿色用能、业务一站式办理、紧急

故障报修等方面继续发力，做好用电客户普遍

电力服务、特色供电服务和爱心志愿服务，立

足雪域高原打造全国供电服务示范样板。

青海全面推广
“石榴籽+”供电服务新模式

5 月 27 日，海东市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博艺
旅游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车间内，展示着各类黄
河石艺术作品。经历岁
月打磨，黄河河床上各
种颜色的石头和细沙在
撒拉族妇女手中开了

“花”，用黄河石制作而
成的风俗、花鸟、山水、
人物、白鹤等作品，不仅
蕴含“黄河文化”元素和
符号，更充满了中国古
代山水画的美妙意境。
据悉，由黄河石纯手工
粘贴而成的一幅石艺画
作，根据作品大小及制
作时间，价值从几百到
十几万元不等。

本报记者 陈俊 牛
玉娇 谢梦茹 摄

本报记者 郭 靓

黄河同脉，鲁青情深。黄河自青

海发源，在山东入海，千年的奔腾，不

仅让三江之源的青海与岱青海蓝的山

东共饮“一碗水”，根脉紧相连，更让两

地在文旅等多个产业项目上实现资源

共享、市场共建、产品共创、客源互送，

谱写了两省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篇章。

6月2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山东省对口支援青海干部管理组、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的“山

宗水源 大美青海 感恩奋进——诚邀

好客山东·相约大美青海”2024青海文

旅宣传推介活动走进好客山东泉城济

南，在这夏树苍翠、清荷初露的美好季

节，热忱邀请山东各界朋友到青海旅游

做客，亲身感受“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

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青海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和美食佳肴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推

介活动开场，主题宣传片唱响千山之

宗、万水之源，一幅幅水清岸绿、风景

如画、人文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

开。随着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宣

传大使许轶声情并茂、满怀信心的讲

解推介，渐次开启青海自然风物之美、

民族团结之美、多元文化之美、高质量

发展之美等一个个动人篇章，一场绝

妙的大美之旅呈现在观众眼前。

“大自然赐予青海独具魅力的原

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文化气息，让

它成为我们心之向往的诗与远方。”

曾在青海工作的济南市民杨俊，一直

举着手机追拍主题宣传片中雄奇壮

观的高原风光，他说在“好客山东”遇

见“大美青海”，这种久别重逢、回忆

满满的感觉，真好！

十余年来，立足青海所需，山东

所能帮助广大农牧民群众改善住房

条件，提升教学质量，配置医疗资源，

拓宽就业渠道，增加经济收入，也为

青海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培育了新优

势、激发了新动力，让青海各族儿女

深切感受到山东人民的深情厚谊。

从青藏高原来到齐鲁大地、礼仪

之邦，鲁青两省各行业部门和优秀企

业家表达出极大的诚意，在集中签约

环节，涉及文旅投资等 5大类 13个项

目顺利签约，达成共赢与发展的合作

模式，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向更

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鲁青一家亲，援青见真情。”青海

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唐

忠林表示，此次推介活动将为鲁青两

省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新契机，未来，两

地将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

建设，围绕“一芯一环多带”的生态旅

游总体布局，坚守生态保护优先，完善

生态旅游机制，全方位开展交流合作，

聚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推介结束，音乐响起，“山宗水

源 大美青海 感恩奋进”文艺演出拉

开序幕。“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在那

遥远的地方》、极具山东地方特色的

《沂蒙山小调》……观众沉醉其中，时

不时跟随熟悉的旋律打起节拍、轻声

哼唱，每当一曲唱罢，现场便响起热

烈的掌声。除此之外，2012 年伦敦

奥运会田径女子 20 公里竞走冠军切

阳什姐通过 VCR，诚邀好客山东的

朋友走进大美青海，畅游梦幻海北，

成为整场演出最大的惊喜。

“非常荣幸再次代表家乡来到孔

孟之乡、好客山东演出。”青海歌手郭

彦华用歌声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

“青海的山山水水和美食已准备就

绪，诚邀山东的父老乡亲和全国的朋

友走进大美青海。”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

湖。在大明湖畔，“山宗水源 大美青

海”劲风吹起。

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让现场观

众沉浸式感受青海的民族风情；各市

州推荐官倾情推介，全方位、立体化

展现青海的多元文化、风土人情和特

色物产；60余家青海文旅企业宣传展

示青海优质的旅游资源和特色产品，

吸引济南市民游客驻足欣赏、购买。

“为感谢援青省市对青海的支持

与帮扶，海北州 24 个 A 级景区对援

青省市（山东、北京、上海、天津、浙

江、江苏籍）的游客实行全年免门票

政策。”海北州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

局工作人员杨玲将萌趣可爱的祁之

恋“天境祁连”文创产品带到现场，诚

邀好客山东朋友，相约大美青海，畅

览生态美景。

在推介会的“摇一摇”“学舞蹈”

等趣味互动环节，青海还为山东朋友

带来了旅游“大礼包”，包括景区门

票、风味小吃、非遗文创、机票等。丰

富的奖品吸引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

机，跃跃欲试、积极参与，互动环节高

潮迭起、欢乐不断。

“山河有爱、青海有情，鲁青携

手、奋进同行！”第五批山东援青干

部、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武晓明说：“期待鲁青两地

通过此次推介能够进一步深化多领

域交流交往，推动两省交流合作结出

更多硕果，共创辉煌。”

——2024青海文旅宣传推介活动见闻

诚邀好客山东诚邀好客山东 相约大美青海相约大美青海

本报格尔木讯 （记者 马振
东）“家门口就有美景，拍拍照、吹

吹 风 ，一 样 享 受 轻 松 假 期 。”6 月 2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迎宾路铁园内，市民李明宇一家

正在散步游玩，园内形状各异的乔

灌木搭配相得益彰，形成春花秋叶

的带状绿地景观，“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正在成为格尔木市居民的生

活常态。

铁园只是海西州格尔木市建设

绿色生活空间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格尔木市以“绣花功夫”打造“方

寸之美”，充分利用城市中的边角

地、废弃地、闲置地，见缝插“绿”、见

缝插“景”，因地制宜打造出一批融

合海绵城市和节水型园林理念的

“口袋公园”及休闲绿地。其中，新

建柴达木路、杨树巷、航空巷等 6 个

口袋公园，总投资约 2800 万元；改

造金峰路、中山路、黄河路等 5 个口

袋公园，总投资约 2400万元。

据了解，目前，格尔木市共有

“ 口 袋 公 园 ” 11 个 、 休 闲 空 间 3
个、公园 3 个。小而美的“口袋公

园”点缀着城市的美丽，已成为格

尔木市更新绿化、建设海绵城市的

一大特色。与此同时，格尔木市不

断加强生态湿地的保护与利用，加

大在城市绿化方面的创新与努力，

湿地内的景色随季节变化，为市民

提供了四季皆宜的休闲去处。戈壁

深处，山水之间，充满活力的格尔

木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推

进湿地生态修复，一处处“口袋公

园”不仅彰显了格尔木特色，也为

群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环境，更

“兜”起了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格尔木

口袋公园
“兜”起家门口的

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省林业和草

原局与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近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同推进全省林草

修复工程，建设乡土草种基地，保障乡土

草种供应和质量，促进我省草种产业健康

发展，高质量实施林草生态修复工程。

近年来，省林草局与省三江集团密切

合作，共同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保障全省

生态治理草种供应，推动草产业发展，在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三北”工程建设、木里矿区种草复绿工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 了 解 ， 双 方 将 充 分 发 挥 各 自 优

势，进一步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范

围，提高合作水平，通过建立联合工作

组的方式，将框架合作协议落地落实 ，

加快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作。

省林草局携手省三江集团深化合作
推动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5 月 31 日，

在 2024 年青海自然教育主题分会议上，来

自中国林学会、WWF 国家公园、复旦规划

院生态环境分院自然教育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全国自然教

育网络、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

理局、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青海大学的

生态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青海自然

教育事业探索新路径、理清发展思路。

近年来，全省各地和相关职能部门积极

推动、支持、参与自然教育工作，西宁市、海

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

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相

继认定自然教育基地，全省数十家专业机

构、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团体主动加入自然教

育“大家庭”。省发展改革委、财政、林草、教

育、科技、文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

出台了一系列自然教育发展举措，青海自然

教育体系化、标准化、多元化发展格局基本

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自然教育体系初步建

立。截至目前，青海省已有 45 个自然教育

基地正以系列化、专业化、大众化的自然教

育活动为引领，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广

大公众广泛参与自然教育，提高自然教育覆

盖面，逐步建立具有青海特色、国家公园特

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自然教育创新体系。

“在生态文明高地和国家公园示范省

的引领下，青海自然教育乘势而起，蓬勃

向前，展现了青海学习自然、热爱自然、保

护自然的强大信心和无限潜力。”青海省

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韩强表示。

生态专家为青海自然教育
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5月 30日，青

海大学科研院揭牌成立。科研院的成立是

青海大学有组织科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时代需求，是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

学校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现代大学过程中强

化科技管理职能的顶层设计和关键部署。

据了解，青海大学科研院将瞄准青藏

高原生态与环境、盐湖及矿产资源、清洁能

源等科技前沿，聚焦“双碳”目标、资源（盐

湖）与能源、高原农牧业、高原生命健康等

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培育人工智能与传

统理、工、农、医等学科群的交叉融合，布局

发展绿色算力、卫星遥感、天文观测等新领

域，推动人工智能前沿交叉和关键核心技

术联合攻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持续推动

学校科技创新和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为

学校创造更多科技计划、平台和项目的参

与机会，加强学校科研文化和学术生态建

设，探索科研绩效分配与人才评价新做法。

加强实验室、工程中心、野外基地和

台站等运行环境建设与管理，利用好野外

观测基地、三江源卫星与地面接收站、天

文中心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数据，产出高

水平成果；围绕一流学科和平台建设，培

育和资助若干个高水平创新团队；制定有

利于青年科技人才、博士开展科学研究的

专项计划，培育一批学术新人和国家级高

水平研究团队 ；加强学校有组织科研和

AI+交叉研究，在校级平台、团队和交叉学

科研究方面等布局一批自主课题。设立

人工智能与前沿交叉研究管理部门，更好

地协调和组织AI+研究。

科研院首任院长魏加华教授表示，青

海大学力争培育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团

队，打造一批高能级重大科技平台，突破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一批高价值科技

成果，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任务的对接

度和贡献率，助推学校“双一流”建设和高

水平人才培养，在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

设、产业“四地”建设和服务国家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中展现青大担当。

青海大学科研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 6 月 3 日，在

民营企业设立法律服务联络员启动仪式

在西宁举行。

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根据青海民营

企业实际情况，依托“万所联万会”机制，

在民营企业设立法律服务联络员，精准对

接民营企业法律服务需求，帮助民营企业

解决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各类法律问题，

提升民营企业负责人和经营管理人员法

治意识，增强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

企、依法维权能力，推进省工商联所属商

会法律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法律服务联络员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协

助商会依法设立调解组织，为商会的调解工

作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深入民营企业常态

化开展“法治体检”服务，为企业依法依规经

营、防范化解经营风险提出专业意见；帮助

商会会员企业建立合规建设体系，指导企业

加强合规建设，引导企业合法经营、规范运

作、诚信经营；发挥法律服务联络员专业优

势，帮助民营企业培养法律专业人才，加强

企业法务团队建设。同时，法律服务联络员

要围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支持民营企

业相关政策，深入商会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形成相应专题调研报告，及时反映商会企业

诉求，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青海在民营企业设立
法律服务联络员

本报果洛讯（记者 李永波） 6
月 3 日，记者从果洛藏族自治州教育

局获悉，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果洛

州人民政府建立对口支援果洛职业

教育项目以来，共有 536 名果洛籍学

生赴沪就读，其中升学 234 人，培育

出了一批适应果洛经济、文化发展需

要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据了解，于 2015 年成立的“上海

—果洛职教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目前招收果洛籍学生的中职学校共

有 3 所。其中，上海市新陆职业学校

果洛班学生保育员初级考证合格率

达到 95%以上，上海市房地产学校果

洛班建筑施工专业学生初级技能鉴

定通过率为 100%，上海浦东外事服

务学校 2021 届 17 名果洛航空班学生

全 部 考 入 青 海 建 筑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2023 届 5 名果洛航空班学生升入上

海高职院校继续升造。

联盟每年通过教育部特殊补助

资金和联盟成员招生学校自筹资金

为果洛学生发放、使用各类资助（补

助）人均 1 万元左右，保障学生在校

学习生活水平。此外，联盟依据学生

专 业 特 长 和 能 力 水 平 ，多 路 径 设 计

“一人一策”人才培养方案，指导学生

科学规划升学就业。2016 年就读于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的才让龙布留校

工作，就读于上海市新陆职业技术学

校的刚珍卓玛、朋毛卓玛、岗忠经过

升 学 后 于 2019 年 从 事 幼 教 工 作 ，

2022 年就读于上海市房地产学校的

吾智措考取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率先实现果洛民族班中职学生考取

上海高职的创举。

果洛州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久迈

旦增表示，果洛州教育局将继续以联盟

为平台，加强果洛州职业院校专业学科

建设，推进上海果洛两地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同时，以全州教育“十四五”规

划为引领，完善教育援青工作机制，加

强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指导帮扶力度，

共同拓展高原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通

过两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中职

异地办班等方式，为果洛培育一批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推动果洛职业教育迈向

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海“教育援青”
助力果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青海省各市州文旅资源推介及特色产品宣传推介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大
明湖畔。

青海特色产品深受济南市民青睐。
本报记者 郭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