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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消防视角

格尔木消防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治 格尔木消防专项检查涉旅场所消防安全

为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治本攻坚 3
年行动，加强全区旅游旺季消防安全
防范工作，遏制火灾事故尤其是有影
响的火灾事故发生，近日，格尔木市消
防救援支队联合文旅、住建、市监等多
部门开展涉旅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

检查组一行深入格尔木旱码头步
行街及周边宾馆饭店等人流密集的场
所，重点针对各场所的消防安全制度
落实、电气线路敷设、防火分隔设置、
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安全出口设置及
日常消防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检查。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场所
负责人进行整改，对于不能当场整改
完毕的，责令其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
施并限期改正完毕。

为 做 好 旅 游 旺 季 消 防 安 全 工
作，检查组要求涉旅场所严格落实
各岗位人员职责及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加大单位内部检查巡查的频次
和力度，认真开展火灾隐患自查自
纠，落实整改措施，强化隐患排查
整治，加大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巡
查检查力度，确保场所内消防设施
设备正常运行，坚决遏制和预防火
灾事故的发生。同时组织员工着重
培训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火场逃生
自救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等基础消
防常识，定期开展火灾逃生疏散演
练。各场所微型消防站队员要熟练
掌握消防器材装备的使用，最大限
度发挥快速处置初期火灾的优势。

（通讯员 宋泽福）

为全面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
严厉打击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违
法违规行为，提高广大群众识假、辨
假、打假的能力，格尔木市消防救援
支队多措并举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整
治活动。

格尔木市消防救援支队印发工
作方案，联合市场监管局制定下发

《格尔木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产品质
量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通知》 ,明确专
项整治的时间节点，厘清各成员单
位责任，建立健全专项整治工作清
单 ， 突 出 全 链 条 排 查 、 全 区 域 治
理，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支队及
市场监管局相关领导担任组长，相
关科室负责人任成员，负责统一组
织、协调、指导全市的消防产品专

项整治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
期高质量完成。

支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成立检
查组，检查人员对消防产品的标识、
外观质量、生产厂家的资质证明、检
验报告等内容进行了细致检查，并采
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消防产品现
场判定，通过微信扫码对抽检产品以
及检验报告进行信息标志查验，对身
份信息不明确的消防产品抽样送检，
对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依法打击，净
化了消防产品市场。截至目前，全市
共开展联合检查 3 次，消防产品专项
检查 7 次，出具现场检查判定不合格
通知书 14 份，函告 14 次，立案处罚 6
起，罚款金额 2.577万元。

(通讯员 宋泽福)

7 月 15 日，在庆祝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之际，10 位老人步
履蹒跚地来到格尔木，讲述那段激情燃
烧岁月里的故事。

人生如白驹过隙，60 年弹指一挥
间。1964 年 12 月 14 日，青海省人民委
员会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设置农业生
产建设师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复，农建
师 的 主 力 由 招 收 的 城 市 知 识 青 年 组
成。1965 年，来自山东省的首批 208 名
青年听党号召，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家
园，告别了亲朋好友，乘长途班车一路
向西来到格尔木，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知
青奔赴青海柴达木支边的序幕。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7月 16日，现年 77岁的老
知青孙中章在参观格尔木军垦农垦记
忆陈列馆时，看到馆内墙面上的歌词，
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陈列馆把当时的居住条件复刻得

非常细致，这些摆放的人物蜡像太真实
了。”孙中章指着馆内设立的“打土坯”场
景中的人物模型说道，这些人物模型穿
的“解放鞋”，在当时已经算是好鞋了。

看到孙中章说的“解放鞋”，现年 75
岁的老知青王沛东也打开了话匣子，说
起当年修水渠的故事。“因为白天过于
劳累，晚上睡觉时哪怕是帐篷漏雨，床
褥都湿了，也照样能睡着，最痛苦的就
是蚊虫叮咬。白天劳动时，每个人头顶
上都是一团黑云，密密麻麻全是蚊子，
一巴掌能拍死六七十只蚊子，我们连队
最高记录是一巴掌拍死 107只蚊子。”在
王沛东的回忆中，除了蚊子，还有一种
叫“小咬”的蚊虫，学名叫“蠓”，比蚊子
体型小。当时劳作时戴的防蚊帽根本
防不住“小咬”，很多同志被“小咬”叮得
身上流脓。

王沛东话音刚落，身边同行的老知
青便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那些年的

经历。“我们那时候还比谁拍蚊子拍得
多”“当时有个女同志脸上被叮一个大
包，一直在流脓”……60年后的今天，老
人们依旧难以忘怀那些被蚊虫折磨的
惨痛经历。

除了深受蚊虫的折磨以外，沙尘暴
也是令老知青记忆犹深的经历。“有时
候明明在一顶帐篷休息，却会因为一
场沙尘暴的突然袭击让人瞬间迷失方
向，我记得那时候团队有名女同志在
夜里被沙尘暴刮得迷了路，第二天才
回来。”王沛东说。

在老知青你一言他一语中，参观队
伍移步到了黑白老照片的展厅。“看，这
就是我的老伴儿。”随着 76 岁老知青孙
宪孝的介绍，大家纷纷开始打量起这些
老照片，看看照片中能否找到自己或认
识的人。

“看，这张是我在打篮球。”孙中章
看到自己的照片，立即拿出手机请同行

的人帮忙拍照，和 60 年前的自己合影。
另一展厅中，老知青孙宪孝看到已逝战
友陆建民的个人简介红了眼眶，“他当
时还那么小，没想到早早地就离开了我
们。”孙宪孝说，陆建民当时在修水渠工
地上工作时意外去世。

1966年，党泉水库至马海的第一段
干渠通水，随后几年，连接格尔木周边
的东干渠和西干渠也陆续建成。这是
山东知青完成的第一批工程，这些干
渠，奠定了整个格尔木市今天城市水利
系统的基础。王沛东说，他参与过水
渠、水利枢纽和机场建设。

如今，这些老知青虽然早已各自有
了新的生活，但那段在格尔木的知青岁
月，早已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
记忆，军垦、农垦创造了奇迹，铸就了辉
煌，谱写了砥砺奋进、赶超跨越的时代
赞歌，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勇毅前行。

格尔木：知青返“故里”重温峥嵘岁月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晓君

7月的阿拉尔草原广袤无垠、牛羊
成群，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
花土沟镇卫生院副院长、中蒙医科主
治医师哈斯巴雅尔带着花土沟镇卫生
院医疗小分队，进村入户为当地牧民
义诊。

哈斯巴雅尔是土生土长的茫崖
人，他深知草原牧民看病所面临的困
难。“阿拉尔草原上有 3 个牧业村，共
有 108 户，以牧业为主，群众居住比较
分散。进入 6 月，许多牧民带上成群
的牛羊转场到昆仑山中，一住就是几
个月，如果生病，很容易错过最佳治疗
时机。”哈斯巴雅尔说。

从内蒙古自治区蒙医职业技术学
校毕业后，哈斯巴雅尔义无反顾地回
到自己的家乡。在 32 年的从医生涯
中，他长年累月奔波于牧区乡间小道，
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
忙碌于医疗服务的同时，刻苦钻研蒙
医理论和验方研究，走访整理当地老
蒙医的经验和学术思想，仔细研究深
山草药，用蒙医辨证施治理论救治了
很多患者。

“1984年，尕斯乡卫生所开设蒙医
科室，自那时起蒙医疗法一直延续至

今。以前都是跟随前辈通过上门入户
的方式开展医疗服务，经常往返于牧
区和镇上，行医路途坎坷难行，只能骑
马。”哈斯巴雅尔说，现在卫生院组织
了一支蒙医结合中西医的医疗服务小
分队，开着医院配备的医疗车上门为
牧民提供医疗服务，给出治疗和护理
建议。

近年来，哈斯巴雅尔带着医疗服
务小分队深入草原牧民家中，为牧民

提供免费的体检服务，在义诊过程中，
向大家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教授牧民
了解疾病成因，掌握预防措施，提高自
我保健意识，医疗服务小分队像一束
温暖的阳光，照亮草原牧民的心。

“在今后的医疗工作中，我们会继
续壮大蒙医医疗团队，培养更多的优
秀蒙医人才，传承蒙医文化，让牧民享
受到更高质、便捷、实惠的医疗服务。”
哈斯巴雅尔说。

草原上有支“转场”医疗小分队
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晓君 通讯员 董笑容 冯永永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马晓
君 通讯员 景桂珍 马俊杰）日前，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举办
新能源出租车发车仪式，6 台新能源
出租车上路运行。

近年来，随着节能减排、绿色出行
等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格尔木市出租
汽车行业迎来了新能源时代。此次
新购置的 6台新能源电动车均为启辰
新能源电动车，是格尔木市首批投入
出租车行业的新能源电动车。

新 能 源 电动车 有 噪 声 低 、提 速
快、驾驶和乘坐舒适度高、保养方便
等优势。为保障新能源出租车有序
运营，2023 年 5 月，格尔木长城出租
车有限责任公司和永利出租车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出资 480 万元，建成直
流 快 充 120KW—160KW 充 电 桩 20
座、交流慢充 7KW 充电桩 6 座，可同
时满足 46 台新能源车充电需求。

目前，众多新能源电动汽车品牌
已陆续进入格尔木市汽车领域。未
来，新能源出租车将成为格尔木市城
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格尔木

首批新能源出租车
上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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