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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充分发挥水行政
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作用，促进
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根据水利
部、最高检工作安排，省检察院、省水利厅
于近日联合印发《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
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要求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持
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
地”，全面实施黄河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水行政执法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
用和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
作用，通过集中整治黄河流域违法取水问
题，有效规范流域内水资源节约、保护、开
发、利用秩序，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支

撑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依法

依规，坚持分类施策，坚持协同推进，重点针对
黄河流域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拒不整改的违
法取水问题进行排查，加强取水许可审批管理
与水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强水行政执法与检察
公益诉讼协作，开展问题专项整治，健全管理
长效机制，着力提升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能力
水平，推动黄河流域取用水秩序持续好转。

排查整治主要内容包括未经批准擅自
取水、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取水、
未依照批准的条件取水、未按规定安装取
水计量设施、违反生态用水管理要求、不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等。

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至12月，分为部
署动员、排查整改、重点检查、总结提升四
个阶段。

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省检察院、
省水利厅将成立专项行动工作组，明确任
务分工，细化工作安排，加强对专项行动的
跟踪督促，立足水资源业务管理、水行政执
法、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推动违法取水相关
问题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刘瑜）为进一步破解小微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市人社局坚持
把服务保障广大创业者工作作为重大的政
治责任、战略工程来谋划，以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为契机，以“三聚焦”为抓手，不断加大创业
担保贷款工作力度，为70余户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400万元，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41%，比2019年同期增长高达
147%，有效助力实体经济蓄能发展。

聚焦信息摸排工作，精准对接经营实
体。紧抓全市实体经济全面复工复产的时
机，通过走访入户、电话、微信等方式走访
联系有意向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积极发动社区就业专干开展摸底统
计工作，精准掌握有融资需求的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并建立台账。
聚焦协同联动发力，开展助企暖企行

动。有效搭建金融机构与各社区协调联动
桥梁，从政银渠道持续发力，切实提高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委派金融机构客户经理
182人，下沉各社区为“金融服务专员”，并
聘任 150 名社区主任为“社区金融服务合
伙人”，并为各社区代表授牌。由“金融服
务专员”与“社区金融服务合伙人”建立联
动机制，共同解决辖区内的金融服务需求，
做到服务多样化，目标全覆盖，提供有温
度、有厚度、有深度的创业担保贷款服务。

聚焦服务质效提升，抓紧抓实政策落
地。以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部署要求为导向，举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与风险防控专题培训班，有效提升了业务经
办人员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掌握程度，规
范了业务操作流程，提高了业务经办人员的
业务水平，促使业务经办人员将培训中所学
到的知识应用于今后的工作实际，进一步使
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惠企政策落地实施。

下一步，将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落
实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策，稳定贷款发放
总量，助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出亮点，切实
保障市场主体创业担保贷款融资需求，实
现应贷尽贷，政策应享尽享，充分发挥创业
担保贷款“促创业、稳就业”的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自京藏高速祁家
城路段立交工程施工以来，受施工现场占用
车道及春夏之交群众出行保有量持续增长
的影响，造成了道路的拥堵，给群众的出行
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有效减小影响、缓解
交通拥堵，近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
路交警支队采取多措并举疏堵保畅。

记者了解到，针对道路施工带来的交
通不畅、通行效率低等问题，完善“高峰站
点、重在疏导，平峰巡线、重在纠违”的勤务
工作机制，做好“远端分流、近端管控”的联
勤联动，采取动态和固态化分流相结合调控
施工路段车流量：动态分流（在京藏高速

K1773处根据车流量情况将西宁方向车辆
分流至南线高速、南北过境桥祁连路下桥
口），固态分流（在京藏高速K1836西宁西收
费站处将西宁方向车辆分流至南线高速）。

同时，支队与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提前
进行沟通采取技术措施，引导过境车辆绕
行施工路段。在京藏高速 K1773 公里处
（南北线分流点）、韵家口入口、站西巷入
口、京藏往宁大匝道入口、同仁桥祁连路入
口，大通收费站入口、黎明收费站入口、老
营庄收费站入口、宁大往西过境入口、多巴
主线收费站（南北线分流点）、西钢匝道进
出口双向等通过地图导航管控，更好地服

务广大群众出行。
另外，安排大小型清障车各一辆在祁

家城施工路段24小时待命，快速清理事故
车辆及故障车辆。施工单位轮流设置安排
4名交通安全员疏导。高速四大队安排多
组执勤人员由大队带班领导带队早中晚高
峰时段值守疏导。同时，不定期对施工路
段进行监督检查，对破损的标志标牌等及
时更换并就施工人员管理工作进行再强
调，敦促施工方加大与高速交警的协调配
合，合理安排开挖路段时间、设备运输安装
时段，确保施工快速有序进行，尽早完成施
工项目，减少占道施工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遇到地震时，第一时间要
怎么做？碰到雷电天气，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遇到火灾，我们怎么顺利逃生？

5月12日是我国第十五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
年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
发展”。当日，我省在西宁市湟中区集中开展科普宣
传活动。活动以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应急救援装备
展示和防灾减灾知识问答等形式，向公众宣传普及
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通过防灾减灾科普
宣传活动，在全省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进一步提
高了社会公众防范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了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水平，为保障新发展格局，护航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前夕，我市各县区开
展了地域性特色宣传活动，创新推出宣传“八进”活
动。大通县第八中学邀请青海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举办了防震减灾科普知识讲座并进行地震应急疏散
演练；湟源县在大黑沟景区向当地村民及游客普及
自然灾害的种类、特点、危害和旅游时应对突发事件
的处置办法及措施，增强游客防灾和安全意识；在青
海华晟铁合金冶炼有限公司，湟源县应急局工作人
员为企业员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为进一步筑牢安
全发展底线思维发挥积极作用；城中区在二机社区
向广大群众科普自然灾害的形成、预防措施、避灾自
救互救技能；城西区在天桥中心工地向工地人员讲
解工程建设如何避免地质灾害、应急避险知识，增强
工地农民工防灾和安全生产意识；城北区在北川万
达广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暴雨应对极端天气应
急处置能力，市气象局组织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成员单位开展“应对极端天气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切实提升部门间应急处置协同能力和快速反应能
力。此外，市地震局、市教育局、市科学技术协会联
合为2022年创建的13所防震减灾科普教育示范学
校举行授牌仪式。截至目前，已有29所学校获评，其
中15所学校被评为省级示范学校。

科学防范灾害风险 有备才能无患

高速交警多措并举疏堵保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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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助实体经济发展

我省安排部署黄河青海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产业兴旺，园区先
行。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积极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和产业强镇，推进农牧业园
区化、集群化发展，现代农业示范引领步伐不
断加快，呈现出科技引领作用强、绿色发展优
势明、主体培育带动强、特色优势品牌亮的特
点。据统计，目前我省已创建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27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5个。

自2017年以来，我省先后申报创建5个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都兰县枸杞、泽库
县牦牛现代农业产业园已通过国家认定；门源
青稞（油菜）、共和县藏羊产业园正在创建认定，
今年申报了互助杂交春油菜产业园，入选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拟创建名单，特色产业引领区、
技术装备集成区、三产融合发展区、创业创新孵
化区、现代农业示范核心区正在逐步创建形成。

目前，我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已成立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822 家，带动农牧民
20.76 万人。全省 60%的市州级以上龙头
企业都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园之中，以“公
司+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家庭农
场”等形式，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做大
做强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实现产加销一体
化经营。各产业园与6家高等院校、12家
重点科研院所合作，获得4项国家级科技
成果，9项省级重大科技成果，教育培训高
素质农民5200余人次。

此外，我省建成的 3 个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已经扶持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
级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达
到71家，建设各类加工生产线74条，新培
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家，带动农牧民累
计达到3.05万户；已建成的15个产业强镇
农业总产值达到46.52亿元，主导产业全产
业链产值达到 27.2 亿元，从业农牧民达
10.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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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创建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黎晓刚黎晓刚 摄摄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欣）5月13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吴晓军在调研西宁大学筹建和职业技术本科大
学组建工作时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以主题教育为强大动
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
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高质量筹建组
建好西宁大学、职业技术本科大学，加快推进青海教
育现代化，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吴晓军先后来到西宁大学校园建设现场、青海师
范大学城北校区、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实地察看
西宁大学校园基础设施项目推进、质量安全、环保措
施落实等情况，详细了解西宁大学孵化学院实体化运
行、职业技术本科大学组建等情况，并看望一线工作
人员和引进人才代表，向大家表示诚挚问候。他说，
通过各方面不懈努力，西宁大学和职业技术本科大学
筹建组建取得了显著成效、重大进展，进入了关键阶
段，要以更快节奏抓进度，以更高效率抓建设，以更大
力度抓人才，以更高标准抓体系，以更大合力抓攻坚，
切实把两所大学建设好。并叮嘱相关负责人，要科学
施工、安全施工，确保质量，确保进度，着力打造优质
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

在随后召开的专题会上，吴晓军听取了相关单
位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筹建西宁大学、组建职
业技术本科大学是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全省高等教育短
板弱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全省各
族人民的共同期盼。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高质
量筹建西宁大学，突出“精、细、美、安”，加快校园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日常管理运
行，推进学科专业孵化，加大配套服务保障，抓好整
合申报审批，确保如期实现首届招生，努力把西宁大
学建成高水平应用研究型理工类大学。要高质量组
建职业技术本科大学，全力推进教师队伍达标、学科
专业建设、校区提质改造、治理体系建设等重点工
作，着力打造办学定位清晰、区域特色鲜明、服务改
革发展的高水平职业技术大学，努力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杨志文、何录春一同调研。

吴晓军在调研西宁大学筹建和职业技术本科大学组建工作时强调

高质量抓好筹建组建工作
加快推进青海教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