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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
平）初夏时节，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
的树木刚刚吐绿，富有民族风情的街
道干净整洁，目之所及是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

“短短一两年的时间，我们的街道
干净了，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5 月 10 日，囊谦县香达镇退休
老干部扎吾老人和老伴在广场休闲散
步，说起现在的环境变化，竖起了大拇
指。

据了解，自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
废工作开展以来，全县各单位、各级上
下实行卫生分片包干制度，在每周一
和周五集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对县城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城区河道
及县城周边和城乡卫生死角进行全面
清理、彻底清理。

囊谦县住建局局长才旺仁增告诉
记者，这一制度是基于县域内道路沿
线环境整治范围广、服务半径大等综
合实际的考量下形成的，已成为囊谦
县各族干部群众扎实开展全域无垃圾
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的有力抓手，确
保了辖区及包片区域有人负责、有人
管理、有人监督。

囊谦县县级领导干部经常前往各
自联点乡镇和社区开展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督导检查，落实值周责任，统筹协
调各地、各部门和各社区形成工作合
力。积极探索推进“生态管护员+”模
式，基本建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
态化机制，构建起了党政统一领导、部
门通力协作、乡镇社区具体推进、全民
踊跃参与的良好格局。

同时，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广

大干部群众形成积极支持和参与全
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的共
识，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
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为扎实推进全域
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营造了
浓厚的社会氛围、奠定了良好的群众
基础。

香达镇智茶卡社区居民闹吾扎西
说：“看着党员干部们为更好的环境而
努力，我也会自觉地加入到他们的行
列中，尽自己的一份力。”

街头的垃圾消失不见，环卫工人定
期驾驶着小型三轮车缓缓经过，沿街居
民和商户提着垃圾袋、垃圾桶，把垃圾
投放进小车或指定的投放点，街道变得
更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在全域无垃
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的东风下，秘境
囊谦的颜值和气质持续提升。

青海南大门颜值气质持续提升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
平）日前，记者从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获悉，为更好打造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首选区，玉树市 5
月起开通“结古十景”精品一日游专
线。

玉树市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
资源，集山宗、水源、异域、净土等诸多
特点于一身，拥有世界最大面积的高
寒湿地、草原、灌丛和森林等生态系
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物种、
基因、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据
了解，专线全程 115 公里，串起了当代
雄风、通天河韵、勒巴风情、千年古刹、

巴塘雪月、文脉江源、扎曲彩虹、结古
夕照、卓舞欢歌等十处景点。涵盖玉
树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巧夺天工的
大地艺术，满足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无
限神往，带大家感受玉树市人文生态
之美。

玉树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扎样
介绍，玉树作为万山之宗、江河之源，
是一个有着磅礴生命力的生态热土，
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开辟
一条玉树精品旅游路线能满足游客一
程多站、一程直达景区的出行要求，沿
着“结古十景”精品一日游专线，既能
体悟“感恩、自强、包容、创新、和美”的

城市精神，也能领略“红色、山水、游
牧、民俗、歌舞”的城市文脉。

近年来，玉树市前期着力打造“江
源会客厅”，提升“吃、住、行、游、购、娱”
整体环境，积极推进旅游线路打造，重
点推出通天河沿线、“结古十景”等精品
旅游线路。围绕“首选区”目标，引入专
业团队，与玉树市智慧城市中心联合开
发全州首个全景式景区导视系统，为全
域旅游增添科技动力。玉树市创新宣
传方式，助推文旅产业发展，前往北京
密云区开展玉树市文化旅游宣传推介
会，对玉树文旅资源、非遗进行全方位
宣传，打响玉树知名度。

一日游专线串起“结古十景”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 增
平）5 月 22 日，记者从玉树藏族自治州
曲麻莱县获悉，曲麻莱县有机绿色农畜
产品首次亮相首都北京首农双创中心。

据了解，首农双创中心共分为两
层，一层为首农物美帮扶超市，二层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主题教育展板以
及针对北京对口支援的 7 省 90 个县所
打造的 10个地区特色展馆组成。展厅
内，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展架，一件件别
具一格的包装，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产
品，展现了各地区乡村振兴的创新成
果。在青海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曲麻莱县野血牦牛和扎什加羊有机农
畜产品展柜，牦牛肉干、牦牛肉罐头、
牦牛肉酱等十余种产品，展示出曲麻
莱县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
创新实践。

曲麻莱县委书记谭晟说，曲麻莱
县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示范县建设，抢抓机遇谋划发
展，借船出海、乘势而上，用好用足对

口帮扶、东西部协作等资源优势。开
辟“电商平台”“众筹商业”“线上合作”
等新路径，不断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在

农畜产品数量、质量、品类上攻坚，在
产业升级上提质，把野血牦牛和扎什
加羊产业做大做强。

曲麻莱有机绿色农畜产品首次亮相北京

5 月的高原腹地，山巅还有积
雪 ，走 进 玉 树 藏 族 自 治 州 治 多 县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温 棚 ，一 股 热 浪 扑
面而来。看着眼前的辣椒苗已经
长 到 大 拇 指 粗 、大 葱 也 有 30 厘 米
高，才仁文德知道，自己和同事们
的努力没有白费。

治多县平均海拔 4300 米以上，
高寒缺氧，空气稀薄，畜牧业是全县
的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治多县农
牧和科技局社会发展促进科工作人
员才仁文德说，因为气候原因，治多
县蔬菜生长困难，日常吃的蔬菜都
要靠外运。

为了让更多人吃上时令蔬菜，
解决种菜难、运输远的问题，2022
年，治多县人民政府、治多县农牧和
科技局投资近 230万元，在蔬菜种植
基地新建 4座温室大棚，配备了自动
卷帘、自动喷灌等现代化设备，尝试
在县域内种植蔬菜，加上以前的旧
温棚，这里共有 10座温棚投入使用。

目前，治多县蔬菜种植基地由
治多县农牧和科技局管理，7名来自
治多县各乡镇的建档立卡户在这里
工作，年底可以分红。

“一个月前，我们购入西红柿、
萝卜、油麦菜、辣椒、草莓、西瓜等十
余种蔬菜苗和水果苗，请来了专业
技术人员教我们控制温度和湿度，
科学种植。如果今年蔬菜种植成
功，我们计划明年起逐步扩大种植
规模，提高县域蔬菜自给率。”才仁
文德说。

海拔4300米高原
种出时令果蔬
西海全媒体记者 张继婷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
平）5月 22日，记者从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获悉，总投资 9530 万元的巴麻
村沙青河至加吾拉（省界）公路改造项
目已进入建设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
营。

巴麻村沙青河至加吾拉（省界）公
路是 345 国道连接西藏自治区巴青县

至 317国道的重要通道，是极其重要的
进藏运输通道，也是名副其实的“青藏
南线”要道。巴麻村沙青河至加吾拉
（省界）公路项目路线总体呈东西走
向，全长 54.84公里，海拔均超 4000米，
按三级公路设计，工程克服多年冻土、
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工程技术难题，
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路面硬化升级。

巴麻村沙青河至加吾拉（省界）公
路路段的提档升级，将有力推动青海、
西藏两省区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有力
带动青南地区物流业发展和毗邻地区
经济发展、沿线 5个乡 20个村的交通、
产业、商贸、文旅发展，改善省际边界地
区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成为青藏
高原生态文旅和乡村振兴“幸福线”。

这条连接青藏两地的“幸福线”开工
预计明年投入运营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李增
平）近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一
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成立。该中
心的建设整合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职
能单位，形成县委领导、政府主导、司
法指导的专业化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治多县通过不断强化组织领导，
合理配置资源，把“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打造成平安治多建设的主
要阵地，持续深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具体实践，开拓创新基
层之治实现路径，以大调解促进大稳
定，以大稳定保障大发展。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将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着力推动由过去
单一调解、分散调解向集中调解、综
合调解、跟踪调解转变，从接待、咨
询、服务、受理到解决问题，做好高效
化运作和一条龙服务，推动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多样化多
元化协调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企业、团体的调解需求，通过排查纠
纷在先、发现问题在先、抓早抓小在
先，最大程度把各类矛盾纠纷诱发因
素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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