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12日 星期三

11A
版面 / 文灿 校对 / 柯心

本版文字编辑 啸宇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婷婷 通讯员 李有珍）为
切实改善农牧区人居环境，提升全州农牧民生活
品质，满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海西
州多管齐下，持续推进农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该州以生活垃圾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导向，全州建设乡镇
垃圾填埋场28座，投用垃圾转运车169辆，设置
垃圾收集箱（斗）1280 个，户用垃圾箱 11599 个，
100%的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

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扩面，因地制宜选择并
推广适合高原农牧区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持续
开展黑臭水体排查，村庄周围黑臭水体得到有
效清理。目前，全州建成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或
化粪池 17 座，都兰县、乌兰县、德令哈市等 88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实现全收集处理，占全州村
庄总数的 29.62%。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成效显著，落实资金2840
万元实施农药化肥“双减”项目29.9万亩，推进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
田残膜回收率90%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90%以
上。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扎实推进，粪污
资源化利用率 82%以上，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100%。

农村厕所革命稳步推进，先后召开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厕所革命工作会议及农村厕
所革命现场观摩会等，部署推进农牧区人居环
境整治和厕所革命工作。全面排查 2013 年至
2021年期间各级财政资金支持建设的各类户厕
22529座。

七月，走进浪漫诗意的“金色世界”——德令哈，万物都散发着
勃勃的生机。这座高原诗城始终秉持“热烈隆重、规模适度、节俭
大方、安全有序”的原则，完善了一批批推动德令哈民俗文化旅游、
生态旅游、科普旅游的基础配套设施。通过宣传推广旅游项目，支
持开展专项赛事活动等，展示德令哈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
旅游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德令哈市“现代诗城、浪漫之都”的美誉度
和影响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来到固始汗商业文化步行街，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巴音河美食季“食不相瞒 我在德令哈”的彩色拱门，
随后在星空灯带的“指引下”，小龙虾、烤串、甜品等各类特色、网红
美食都一一汇聚在这条街上。不到晚上八点，摊位、门店就已经门
庭若市，此起彼伏的招呼声，喧嚣的人群、亮眼的灯光，自此专属于
德令哈市民和各地游客的精彩夜生活才正式拉开帷幕。

“来到这座干净整洁的高原小城，感觉身心都很舒服，今天刚
好又碰上了当地举办的美食节，品尝到了独具特色的当地美食，味
道特别不错，还看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总之德令哈是一
座很美的小城，来到这里不虚此行。”陈颖是来自山东的游客，初到
德令哈就被这里的人文和美景吸引，刚好又赶上了当地举办的美
食节，心里很是激动。

“自从有了美食节夜市以后，人流量一下就起来了，生意也比
以前好多了。”固始汗商业文化步行街商户朱有玉说。

“夜经济”是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提升城市繁华度的新动力，也
是城市活力系数的风向标。2023 年巴音河美食季，通过文艺演
出、网络直播、发放优惠券等方式促进消费，聚集人气。目前，已接
待游客12.59万人次，带动消费160余万元。

这座浪漫诗城凉爽的天气、整洁优美的市容市貌、完善的服
务、便捷的交通和独具特色的美食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的到来，也
进一步带动了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宣传德令哈、推介浪漫诗城，德令哈市在举办各类节
会的基础上，健全完善景区景点“吃住行游购娱”旅游要素，旅游产业
实现“从粗到细、从小到大”向“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加速转变。

航线连杭德，共筑“山海情”。随着浙江省与青海省海西州
对口支援工作的不断深入，两地人员交往进一步密切，因此对于
直航航线需求日益迫切。在州委州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之下，在援青指挥部的共同努力之下，德令哈机场于近日举行
了杭州—西宁—德令哈通航仪式。航线的开通，让往来杭州、西
宁、德令哈三地将更加高效、顺畅、便捷，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
来也更加密切。

巴音河畔旁的海子诗歌馆、独具特色的柯鲁柯农垦文化风情
小镇、设施完善的游客接待中心、风景优美的“一河两岸”城市景观
带、四通八达的景区公路……德令哈全力打造青甘藏大环线旅游
节点城市，聚焦“现代诗城·浪漫之都”城市定位，启动诗歌主题公
园、城市博物馆群、海子诗歌馆等要件改造和4A级景区创建工作，
提升景区、住宿、餐饮、交通、旅行社、娱乐购物等行业服务水准。
同时，认真谋划生态旅游发展新思路、新途径，深挖生态资源保护
价值、自然景观展示价值、民族历史文化价值，强化要素保障，不断
推进金色世界文旅事业向好、向前。 （特约记者 李淑娟）

本报讯（通讯员 孟峻庆 李莎莎 阿
昕德）7月3日，海西州首家零工驿站在
格尔木市揭牌运营，用心用情打造“可
学习、可歇脚、可充电、可饮水、可取暖、
可纳凉”的求职场所，让格尔木百余名
街头零工有了温暖舒适的“家”。

走进格尔木市零工驿站，休息座
椅、免费饮用水、急救药箱、微波炉等
日常用品一应俱全，螺丝刀、瓦刀、电
笔、安全帽、扳手等各种型号、工种的
工具整齐摆放。信息咨询、就业创业
政策宣传等区域，为灵活就业人员提
供求职登记、信息发布、能力提升、政
策咨询等“一条龙”服务，最大程度为

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就业、休息的温馨
便利环境。

砖瓦工沈国宝之前一直在乐都
打工，今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格尔
木，得知格尔木有了零工驿站，沈国
宝非常高兴，一会仔细查看可租借的
各种瓦刀、一会紧盯用工信息发布电
子屏。沈国宝说：“在外面等活夏天
热得不行，冬天又冷得不行，现在到
这边零工驿站，不用风吹日晒，环境
设施也好。现在加到微信群里，用工
信息也多，活也好找。”

据了解，格尔木市零工驿站运行
方式采取“线上+线下”双驱动模式，

开设线下零工招聘服务和线上零工
招聘信息专栏，及时登记汇总驿站附
近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信息，
以及周边园区、重点用工企业招工信
息，提供集求职登记、信息发布、人员
匹配、就业咨询于一体的免费公益性
服务。同时，市就业局还每天定时在
驿站内举办直播活动，发布零工岗位
信息、宣传就业政策。目前，驿站已
广泛搜集周边百余家企业、千余个招
工岗位，涉及家政保洁、酒店服务员、
技工普工等多个工种，真正实现了零
工小市场、服务大民生。

路灯亮了、路宽了、村民出行更
方便了。

走进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和谐
村社区，一排排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整
齐挺立在道路两边，为夜晚过往车辆
和行人照亮了回家的路，也照亮了村
民的“幸福路”。

和谐村社区成立于两年前，当时

社区基础设施薄弱。两年来，浙江援
青格尔木（温州）工作组对该村进行持
续帮扶，日前捐赠129盏太阳能路灯，
为村民出行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

“以前，晚上出门黑漆漆一片，自
从装上了太阳能路灯，晚上出来亮堂
堂的，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村民王莲
久说。

和谐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任永国
说：“了解到和谐村社区的发展情况
后，浙江援青工作组给予了持续帮
扶，去年捐赠 33 盏路灯、总计 17 万
元，还捐赠了打印机、电脑等办公用
品；今年又捐赠 96 盏路灯共计 50 万
元，让村民出行更方便。”

“路灯装上以后，孩子们上学，村
民们吃完晚饭出来散步都很方便，看
着整个村子亮堂堂的，别提心里多高
兴了。”村民张德香说。

民生实事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这些来自浙江援青指挥部的“爱
心”路灯，不仅点亮了群众回家的路，
更温暖了群众的心。

浙江援青格尔木（温州）工作组结
合格尔木市实际，创新思路，重点开展
民生帮扶、文化建设、智慧城市等对口
支援工作，搭建交流、交往、交融平台，
不断增进两地群众感情，提高对口支
援效果。持续推进富民安居工程、高
原美丽乡村等项目建设，一个个援建
项目的实施，惠及全市各族群众，为格
尔木发展注入了“浙江活力”。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徐伟）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近日，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下属企
业青海省云天地质商务有限公司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举行发车仪
式，首车60余吨氯化镁出口老挝。

海西州州域主体位于素有中国“聚宝盆”美誉的柴达木盆地，
共有大小不等的盐湖 33 个，各种无机盐探明储量达 3709 亿吨，
钾、镁、锂资源储量均居中国首位。

此项贸易采用“一车直达”的方式出境，经青、甘、川、云等省，
抵达老挝万象，首批发车60余吨，年计划发车6000余吨，系海西
州首次向老挝出口氯化镁。

青海省云天地质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逯克思介绍，近年来，
老挝钾盐勘查市场活跃，无水氯化镁是勘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原
材料，市场需求量较大，此项贸易的开展是该公司拓展“一带一
路”东南亚市场迈出的重要一步。

据悉，自2007年以来，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下属单位已在老挝
万象平原、北汕平原和沙湾拿吉平原，实施钾盐矿地质勘查合同
项目24项、矿山治理合同项目5项、水工环地质合同项目1项。

共绘文旅发展新画卷

七月的柴达木，像是一个偌大的调色盘，满目的绿意、
彩色的花儿，在清透蓝天的衬托下变得格外充满生机。

（特约记者 霍世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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