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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久治宣）近年来，久治县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抓党
建促落实“四联三卷”工作机制，以素质提升、学习
强县、固本强基等九项行动为抓手，聚焦党员教育
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久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优化培训方式，筑牢党员教育“主阵地”。探索
“课堂+基地”“送出去+请进来”“线上+线下”等培
训方式，依托省内外教育基地和乡村振兴示范点、
上海援青优质教育资源、县委党校、乡镇流动党校、

“帐篷党支部”等载体，积极对接选派基层党员外出
学习考察，把新鲜做法引进来，把先进经验学回来。

丰富培训内容，提升党员教育“实效性”。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
为契机，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四史”、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党的
二十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乡村振兴政策等
内容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结合起来，与本单位本部
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各类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引领和带动久治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
执政水平。

分层分级培训，实现党员教育“全覆盖”。按照
不同层次、类型、岗位党员干部的特点和需求，坚持
精准施教、分类指导，严格落实党员普遍轮训要求，
加大摸排和全覆盖培训力度。针对农牧民冬春训
邀请“土专家”、致富带头人、畜牧专业技术人员等
深入各村，让牧民党员在家门口学懂“技能课”、掌
握“致富经”，进一步打通党员教育“最后一公里”，
夯实基层党建之“基”。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近年来，青海
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下
足“绣花”功夫，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 加强生态修复 草地换颜“披绿装”

“我家里有一百多头牦牛，由于草场
退化和黑土滩、黑土坡面积扩张，只能赶
着牦牛迁往别人家的草场。卖牦牛的收
入，也大多用来租赁草场和购买饲草
料。忙活一年，到头来赚不了多少钱。”
达日县窝赛乡直却沟的草原管护员沙群
说。平均海拔 4200 米的达日县，是三江
源自然生态保护治理地区之一，是黄河
源头重要的水源涵养地。过去因过度放
牧、气候变化等原因，黑土滩、黑土坡、裸
露土地的面积日益增加，全县可利用草
场 面 积 仅 为 2112.87 万 亩 ，黑 土 滩 占
56.3%。为改善这一现象，近年来，达日
县将生态治理与保护作为首要任务，全
面落实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积极开展草
原生态修复行动，并申报退化草地综合
治理试验区示范试点项目。在科研团队
的科学技术指导下，经过两年的不懈努
力，达日县完成了退化草地综合治理试
验区示范试点项目建设任务，探索出了

“达日经验”和“达日做法”，为全国高寒
草甸修复治理工作提供了样板。

如今的达日县，草地植被覆盖度从
46.7%提高到 58%，牧草平均高度达到 30
厘米，天然草地鲜草平均亩产量由115公
斤提高到213.27公斤，全县退化草地面积
由 1189.32 万亩减少到 1059.36 万亩……
同时，达日县还推动牧草产业转型升级，
累计生态收益达220.98万元，走出了一条
依靠绿色发展振兴县域经济的道路。

◆ 立足生态优势 走出产业“致富路”

走进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城4公里
外的休麻沟，上百头牦牛被分批驱赶到一
处不锈钢架搭出的通道中，由甘德县兽医
站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拍照、登记、打耳
标等工作。甘德县的草原是青海省生态保
护最好的草原之一，这一区域特有的“甘德
牦牛”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甘德牦
牛”肉质鲜美细嫩、色泽鲜红、肌红蛋白含

量高，具有较好的市场开发前景。“甘德县
是青海省为数不多的全域内经过有机认证
的县，已经保持了10年之久。甘德的牦牛
并不是普通牦牛，而是真正的有机牦牛。”
甘德县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局长胡彦莉说。

近年来，甘德县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提
升。“甘德牦牛”产业的蓬勃发展，就是甘
德县久久为功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区，让农牧民因绿色而增收致富、让产
业因绿色而兴旺繁荣、让县城因绿色而和
谐美丽的最好的证明。

◆ 生态赋能体育 感受人与自然“新体验”

近年来，玛多县持续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治理，设立“一户一岗”生态管
护机制，昔日的牧民变为黄河源头的生
态守护者。他们的日夜守护和辛勤付
出，让三江源头永葆碧波荡漾。“正是有
了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华泳士走进黄
河源头’体育公益活动走进了玛多县。”
玛 多 文 体 旅 游 广 电 局 局 长 景 秀 兰 表
示。景秀兰说：“今后，我们将结合玛多
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山水文化、野生动
植物等，策划出如黄河源头牛头碑溯源
之旅、冬格措纳湖野生动植物探寻之
旅、玛多县黄河乡沙丘之旅等具有玛多
特色的生态体验路线，以‘文化+’‘生
态+’‘保护+’‘体验+’等模式，构建起
具有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的
多元路径，为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作出玛多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果洛宣）7月16日搭
乘首架“上海—果洛”援青旅游包机的60
多名上海游客抵达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沁县后，正式开启援青旅游包机之
旅。

到“黄河源头·大美青海·秘境果
洛”走走看看。自果洛州向上海市发出
热情邀请后，今年5月初，由上海市政府
合作交流办牵头举办的上海百架旅游
包机计划发布，其中援果洛旅游包机达
15 架次。首架“上海—果洛”援青旅游
包机于 7 月 14 日从上海出发，60 多名上
海游客在西宁市观光休整后转机抵达
果洛州玛沁县，7 月 16 日正式开启了阿
尼玛卿雪山、冬格措纳湖、班玛红军沟，
以及久治县藏族歌舞表演、走访牧民家
领略特色民俗文化的果洛生态文化旅

游之旅。本次包机旅游行程共 8 天 7
晚，大部分安排在果洛州，游客可以深
度了解体验青藏高原生态环保情况以
及当地藏族文化。

“上海—果洛”援青旅游包机开通是
果洛州与上海市之间的首次有益尝试。
此次包机首航活动将架起青海果洛高原
地区与上海的空中桥梁，通过精准对接
游客需求，航空送客，把果洛独特的自然
优势和人文资源有效转化为文旅高质量
发展优势，提升“大美青海·秘境果洛”的
文旅品牌。“旅游包机既能通过游客到来
促进果洛地区旅游服务业发展，又能增
进上海、果洛两地人民的情感交流。除
本次航班之外，春秋旅游还计划在8月份
再开通一次果洛包机旅游。”果洛州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本报讯（通讯员 达日宣）今年上半
年，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坚持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
贯彻落实省州林草工作部署，扎实推进
生态修复工程，确保全县林草资源安全、
助推草原生态发展。

一直以来，达日县始终高度重视林
草长制工作，建立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任总林草长的工作机制，制定印发《达日
县全面推行林草长制实施方案》《达日县
全面推行林草长制工作方案》，全面健全

“党委领导、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
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常态长效责
任体系，不断推动全县林草长制工作由

“全面建立”实现“全面见效”。
达日县积极探索创新多元管护模

式，充分发挥生态管护员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对各乡镇管护站站
长进行生态护林员联动管理系统培训
11次，进一步明确2152名生态管护员的
职责和巡护范围，不断提升全县基层管
护人员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开展违规

侵占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地问题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违规侵
占湿地、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等突出问
题。同时，达日县高标准实施草原生态
保护修复、国土绿化等重点生态保护工
程，采取精准治理措施，以保护和恢复
草原植被，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为重点，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截
至目前，分别投资420万元和126万元实
施的 2022 年第二批中央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达日县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项目、2022 年第二批中央林业改革发
展资金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均已完成
工程总量的90%；投资2978.25万元实施
的 2023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
资金达日县草原生态修复项目已完成
工程总量的 40%；积极开展中央财政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地块落实核查工
作，完成前期地块核查18.1万亩；全县3
个固定样地、9 个样方以 10 日间隔为一
个监测周期的天然草原返青期监测工
作已全部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甘德宣）7月18日，甘德县政协
隆重举行文史资料丛书发行仪式，标志着《甘德县
政协志》《甘德县政协大事记》《甘德县政协文史资
料专辑》藏汉文共8本书正式发行。

甘德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是甘德县历史上首
部综合性著述政协历史的专志和文史资料专辑，由

《甘德县政协志》《甘德县政协大事记》《甘德县政协
文史资料专辑》藏汉文共8本书260多万字组成，采
用记述、图片、编年、“三亲”等规范的行文方式编
成，编辑时间跨度长达2年，增删多次，数易其稿、臻
于完善、迄今付梓刊印。丛书全面真实准确地记载
了甘德县政协 67 年来紧紧围绕中心，全力服务大
局，认真参政议政的光辉历程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历程。作为全州各兄弟县中首部政协志和文史资
料专辑，甘德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是甘德县乃至全
州政协文史工作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和重要
成果，也是全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事，
更是政协关注民生、情系民情，为民谋福祉的见证
和体现，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下一步，甘德县政协机关和广大政协委员将以
此次文史资料丛书发行为新的起点，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调研视
察，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广泛凝聚共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高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继续发挥好
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为
促进甘德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本报讯（通讯员 班玛宣）进入7月，雷
雨天气频繁。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团组织
作用，为暑期防溺水宣传排查工作奉献青
年力量，班玛团县委组织各基层团组织团
员青年及志愿者，积极参与防溺水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

为防范各类溺水事故发生，护航班
玛县青少年生命安全，班玛团县委积极
组建各乡镇青年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
开展防溺水巡河巡查行动。巡河过程
中，一旦发现有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立
即制止，当场进行沟通和教育，并对防溺
水安全警示牌进行逐一检查，切实做到
沿河“有人巡、有人防、有人管”。各级团
组织青年志愿者“线下”通过精准入户宣
传，向家长及青少年讲授防溺水知识、发
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设立警示牌，到
河边对在河边嬉戏玩耍的学生进行劝导
教育；“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
方式及时发布防溺水知识，通过多种方
式提升广大家长及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
意识。团县委积极动员各级团组织团干
部、青年志愿者等群体组建班玛县阻泳
志愿者巡逻队，对重点时段、重点水域进
行风险排查，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巡
逻、阻泳等防溺水志愿服务，减少青少年
溺水风险。

下一步，班玛团县委将继续发挥组织
化优势，进一步动员全县各级共青团、少
先队组织深入开展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
活动，为青少年切实撑起安全“保护伞”，
守好青少年生命防线。

“生态+”模式让新时代果洛展新姿

首架首架““上海—果洛上海—果洛””援青旅游包机抵达果洛援青旅游包机抵达果洛

班玛县

多措并举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

达日县：绿色发展做好“生态答卷”

久治县

三举措提升党员教育培训质量

甘德县政协举行文史资料发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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