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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第一县奋进谱新篇

夏日的治多县，一片生机盎然的景
象。长江从这里静谧地流淌，与一望无际
的草原搭配，如诗如画。

海拔4200米的通天河，是长江源头的干
流河段。河流环绕山体构成一个完美的弧
度，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湾。景区内地形奇
特，山水融合，呈现出自然风光的和谐之美。

治多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中
西部。境内有长江发源地，也因此素有“万
里长江第一县”的美称。这里素有长江之
源、动物王国、中华水塔、嘉洛宝地之美誉。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也是治多县成立七十周年。

七十年来，治多县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注重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加强生态保护
与文化传承，为实现源头高位保护和源头
高质发展的现代化新治多奋勇前行。

生态治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卡让雅拉是野牦牛的天地，勒池勒玛是
藏羚羊的王国，措池、邦涌是鸟类的法会地，
母亲泉是藏野驴的家园，烟瘴挂是雪豹的乐
园……”当地广为流传的民谚，可见长江源地
区自古以来就是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王国。

多年来，治多县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高效推进长江源国家
文化公园生态文明示范区和长江第一湾国
家公园生态展示窗口建设，走好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奋进治多，特色产业发展突破

近年来，治多县全面推进国土绿化进
程，加大生态系统修复力度，大力实施退牧
还草等生态治理项目，推动传统畜牧业向生
态畜牧产业转变，筑牢生态产业根基，逐渐
实现生态、生活、生产的共赢。同时，治多县
的特色产业取得新突破。目前，长江源头游
牧文化“体验式”生态特色旅游线路逐步成
形，一批“红色索加”生态旅游品牌衍生。

念好“致富经”、唱活“草山戏”、跳好
“生态舞”，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
有机结合，治多县坚持保护好绿水青山，在
绿水青山中收获金山银山，依靠绿色这把

“钥匙”打开脱贫致富之门，实现乡村振兴
与生态保护共赢。

幸福治多，民生保障取得新改善

行走在夏季的治多县城中，绿色植物
组成的一条条色彩鲜明的景观带，为县城
风景增添了一道亮丽风采。

近年来，为加快建设“魅力治多县品质
生态城”，打造“自然山水休闲的生态城+地
域文化活力的创新城+复合多元完善的魅
力城”三元一体治多新城，治多县按照“改
造、完善、提升”总体思路，全面完善城市道
路、绿化、公共设施等，不断提升城区的“里
子”和“面子”，打造舒安畅美、宜居宜业的

县城环境。同时，在衣、食、住、行、教、医等
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善，治多民生的幸
福蓝图正逐渐成为现实。

红色治多 党建引领建设生态高地

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扎根雪域高原，
艰苦奋斗，守护着长江源头，在生态保护、
民生改善等工作中展现了缺氧不缺精神、
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工作作
风，党旗飘扬在索加草原，扛起了守护“红
色索加·生态高地”的重任。

近年来，治多县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聚焦玉树州第十
四次党代会精神，对标高原精神文化展示
区目标，努力把索加打造成为国家级红色
教育基地，将“红色索加·生态高地”品牌打
造成为面向社会展示和传播红色文化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窗口，努力让索
加成为全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示范
区、红色文化传承教育重要基地、红色旅游
目的地和红色文艺精品创作高地。

七十年跨越发展，七十年砥砺奋进！
如今的治多，将继续做优做强畜牧和文旅
两大产业，高效推进乡村振兴、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红色索加·生态高地”项目
建设、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任务，为实现源
头高位保护和源头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
治多奋勇前行。

（通讯员 治多县委宣传部）

本报讯（特约记者 旦周 桑周）8 月，掩
映在如纱如幔般濛濛细雨中的玉树藏族
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透着葱茏的绿
意、漫野的鲜花，展示着她独属于高原盛
夏绝美的容颜。但随着群众生活水平质
量的不断提升，各种垃圾的产生量与日
俱增。不清理，长期积累破坏生态环境；
清理，牧区面临的现状是人少面大。要

怎么做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并形成长效机
制？

巴干乡以玉树州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
废专项行动为契机，因地制宜探索建设“美
丽乡村”的途径和实现形式，创新组建了环
保“六小组”，摸索出了“党员+环保志愿者+
群众”乡村社三级垃圾清理模式，为深入推
动巴干乡“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

动提质升级谋篇布局。
“近年来，巴干乡生动践行州委‘生态

报国 绿色崛起’发展理念，尤其在全域无垃
圾和禁塑减废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乡村社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环保‘六小
组’的组建和运行，从根本上解决了牧区垃
圾清理人少面大的难题，宣传引导、教育监
督机制的加入，让党员和群众的生态环保
意识更加深入人心。集中起来的垃圾，依
托巴干乡德乃南宗垃圾清运公司‘变废为
宝’，形成了参与人员多、覆盖面广、影响力
大的垃圾清理清运‘一条龙’管理模式，真
正实现了大家所期盼的‘山美水美环境更
美’的美好愿望。”巴干乡乡长多杰丁增欣
慰中略有自豪地说。

全域无垃圾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掀
起的全州性的生态环保热潮，让巴干乡
的干部群众对这股浪潮带来的巨大变化
倍感欢喜。如今，巴干乡全域无垃圾和
禁塑减废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乡村环境焕然一新，清爽整洁。他们用
行动汇聚着力量，以全新的人员分工、管
理模式和不懈的乡村环境提升，持续为
玉树基层生态环境带来向好的变化。这
种“巴干智慧”不仅是对全州全域无垃圾
和禁塑减废专项行动的最好回应，更是
为全州生态环保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
活力。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在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州四大班子慰问组带队慰问部队
官兵及困难退役军人、复员干部、烈士家属，为他
们送去党委、政府和全州人民的节日祝福和美好
祝愿。

在西部通讯连、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格尔木
大站结古兵站、独立骑兵连、州消防救援支队，慰
问组对驻玉部队在玉树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
定、双拥共建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希望驻玉部队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不断加强军地双方合作沟通，着力推动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州委、州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部队建
设，主动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在困难退役军人、复员干部、烈士家属家中，
慰问组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问询他们的身体状
况、生活情况以及生活中存在的困难等，叮嘱他
们要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做好退伍军人、复
员干部、烈士家属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他们
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真正把党和
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落到细处。

“自从有了退役军人事务局，我们的生活更
加有了保障，感谢党委政府一如既往、全力以赴
对我们退役军人的帮助和关爱。”困难退役军人
尕松多杰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近日，农业
农村部举行“2022年度长江流域渔政协助巡护优
秀队伍和优秀队员”表彰活动，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杂多县长江、澜沧江禁捕渔政协助巡护队
获“2022年度长江流域渔政协助巡护优秀队伍”
二等奖；洛松才仁、多尕卓玛、索南央措、德合太、
索昂普措等5名护渔员获“2022年度长江流域渔
政协助巡护优秀队员”称号。

据了解，该长江、澜沧江禁捕渔政协助巡护队
组建于2021年，有巡护员66名。自建队以来，累
计巡护巡查1135次，政策宣传362次，与施工方签
订承诺 192 份，违规行为劝导 183 次，巡查里程
14688公里，清理河道垃圾约2430吨。

目前，我省沿江组建了1310名生态管护员组成
的长江禁捕协助巡护队伍，以网格化管理方式兼职
与渔政人员共同开展渔政日常巡护，切实打通执法
监管“最后一公里”，确保最严“禁渔令”落实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公安）自“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行动”部署开展以来，囊谦县公安局白扎乡
派出所积极构建多元化解矛盾工作机制，全面深
入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消除矛盾纠纷，纵深推
进“夏季行动”。近日，囊谦县公安局白扎乡派出
所成功化解一起辖区邻里土地纠纷。

据了解。囊谦县公安局白扎乡派出所在走
村入户排查走访过程中得知辖区内白扎乡卡那
村达拉队村民东某某与阿某某两家因土地纠纷
发生矛盾，情绪较为激动。派出所在得知此消息
后，立即赶往矛盾事发地。经调查，村民东某某
与阿某某两家系邻里关系，两家因为土地相连，
双方就土地界限划分存在异议而发生矛盾。白
扎派出所所长白玛松保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耐
心梳理双方矛盾的纠结点，分别对双方当事人做
思想工作，经劝解，双方当事人均作出让步，同意
派出所出面调解处理此事。在派出所、乡政府和
村干部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书，握手
言和。至此，这起邻里土地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下一步，囊谦县公安局白扎乡派出所将以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为契机，深入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加大辖区见警率、管事率和威慑力，把
风险隐患化解在基层，为辖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
安全、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

这些马背上的生态管护队受国家表彰

玉树州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

邻里矛盾起冲突民警耐心助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