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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以蜂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将我省打造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的蜂产业中心，力争
到2035年建成‘中国蜜省’，全省蜂产业总产值达到
百亿元。”这是记者日前从省乡村振兴“八大行动”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获悉的。

浓稠丝滑的蜂浆顺着机器口流出，而后灌入瓶
中，一罐罐蜂王浆半成品即将踏上远洋之路……走
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
海新铠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紧张忙碌
着，仔细把关每一道生产环节。去年，该企业实现了
出口金额45.72万美元，截至目前，10种蜂产品远销
国外，在亚洲、欧洲等国家蜂产品市场稳占一席之
地。

我省蜂产业历史悠久，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一项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的朝阳产业，有着极为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目前，全省现有油菜、苹果、梨、桃、杏、山花、枸杞、地椒
等种植和野生蜜源植物600多万亩以上，理论载蜂量
120万群以上，蜜源面积位居全国第10位，蜂产品总产
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二十分之一，位居全国第13位。因
气候冷凉高寒、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使生长在这里的蜜源植物蜜汁营养成分高，被誉
为高原“蜜库”。

“每年6月底至8月初在青海放蜂的外地蜂群46
万群左右，年蜂产品总量25万吨左右，年蜂业总产值
约30亿元。”省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全力打造百亿元蜂产业，我省实施蜜蜂养殖
示范带动“三个一”工程，培育养殖规模百群以上养
蜂户10000个，千群以上示范村100个，万群以上示范
乡镇10个，扶持建设1个高效优质蜂产业发展示范
区和1个蜜蜂良种场项目，打造1个青海特色休闲旅
游蜜蜂文化“蜂情小镇”和1个青藏高原蜂产业休闲
旅游基地。争取建设国家蜂产业体系（青海）综合试
验站，聘请专家团队，组建“专家+技术人员+养蜂大
户”的三级技术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标准体系建设、
良种繁育、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咨询服务和产品
开拓等工作。

在提升“青海蜂蜜”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方面，组
建蜂产品高端市场开拓团队，支持经营主体开展绿色、
有机农产品认证。深化蜂产品精深加工、蜂王浆冻干
粉保健品加工、蜂蜜功能饮料制造、蜂胶保健品加工、
蜂产品化妆品研发，遴选一批条件较好、观念先进的龙
头企业建设养殖标准化示范基地，更好地带动我省养
蜂业向标准化、规范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将蜂产业
列入全省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出台《实施百亿元蜂
产业发展战略》，到2030年建成西北地区的优质蜂蜜、
蜂王浆、蜂胶、蜂花粉生产基地和蜜蜂授粉示范基地，
力争到2035年实现“百亿元蜂产业”发展目标。

青海2035年力争建成“中国蜜省”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获悉，为帮
助秋季任教学科教师用好教好新教材，
深入理解新教材编写意图和价值导向，
准确把握新教材内容体系和教学重点，
充分发挥各学科育人功能，按照省教育
厅相关文件要求，本着不培训不上岗的
原则，7 月 12 日—8 月 6 日，2023 年青海
省高中音乐、义务教育信息科技、小学
科学、高中信息技术、高中通用技术、
人 教 版 普 通 高 中 八 个 学 科（政 治 、语
文、历史、数学、地理、生物、物理、化
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读本》（小初高 4 册）等教材培训活

动陆续在西宁、大通两地举行。
全省各市州及省属学校的学科教师：

高中音乐教师120人、义务教育信息科技
教师150人、小学科学教师220人、高中信
息技术教师 80 人、高中通用技术教师 94
人、人教版普通高中八科教师 1675 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
本》（小初高4册）教师1397人，共计3736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活动由青
海省教育厅、青海省中小学教学研究与教
师发展中心主办，共从全国各地邀请教材
编写委员会核心专家、审读专家、人教版
教材优秀国培专家、各省市优秀学科教研

员、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一线名师等42
名专家担任培训任务。培训围绕各学科
新教材关键问题展开，安排了专家报告、
教材编排意图解读、教学资源建设、教师
现场授课、专家点评、案例解析、现场答疑
互动等，专家们以丰富的知识和全新的视
角，对新教材进行了精准、细致的解读，引
领参训教师对新教材深入理解和应用，推
动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融合，促进教
师精准掌握新课程新理念和新教材，为打
造新高考要求下的高效课堂奠定了坚实
基础，也为我省教师新教材教学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近日，《2023中
国黄河旅游发展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在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发布。《报告》
显示，在黄河文化旅游综合发展指数中，
青海位居第6名，海南州上榜沿黄44市影
响力 TOP10 榜单，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上
榜黄河旅游景观传播影响力 TOP10 榜
单。

近年来，黄河文化旅游呈现发展新趋
势，黄河文化旅游热度持续上升，文旅融
合推动黄河旅游产品日趋丰富，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成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抓手，黄河正在成为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
重要平台。

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分
析中，《报告》认为流域7省近年经济增长
率已高出全国平均增幅，文旅产业在保持
增长中后发优势明显，黄河流域文旅资源

富集发展潜力巨大，已成为全国最壮观的
旅游景观带之一。

据悉，黄河流域现有世界级物质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 84 项（点），国家级文化遗
产781项（点），数量高于全国省区市平均
水平。依据国家级文化遗产量排序依次
为山西、山东、河南、青海、陕西、甘肃、内
蒙古、宁夏和四川。

黄河文化旅游综合发展指数中，依次
排位为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甘肃、青
海、宁夏、内蒙古和四川。沿黄44市影响
力TOP10分别为兰州、开封、东营、渭南、
临汾、济南、海南藏族自治州、银川、郑州
和 延 安 。 黄 河 旅 游 景 观 传 播 影 响 力
TOP10依次为华山、壶口瀑布、沙坡头、响
沙湾、碛口古镇、清明上河园、龙门石窟、
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贵德国家地质公园。黄河流域夜间消

费聚集区传播影响力TOP10分别为西安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晋中《又见平遥》文化
产业园、临夏八坊十三巷街区、洛阳古城
特色文化街区、印象济南泉世界、贺兰山
漫葡小镇、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商业区、
延安圣地河谷金延安、西宁唐道·637商业
综合体、呼和浩特塞上老街。黄河文化旅
游节事活动传播影响力TOP20分别为清
明公祭黄帝典礼、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
赛、中国洛阳牡丹节、西北五省（区）花儿
演唱会、中国黄河旅游大会、青海文化旅
游节等。

随着文旅消费、产业融合、科技赋能
新特点和文化旅游带建设新机遇到来，黄
河文化旅游正在各级规划引领、政策支持
和社会关注下，积蓄突破发展之势，一个
全新的、充满活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正在
走来。

本报讯（记者 悠然）8日，记者获悉，西宁市“一站
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积极打造便民服务升级版，取
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西宁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认真学习贯
彻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不断深化“走在前、作
表率”活动，厚植为民情怀，淬炼初心使命，立足职能
谋思路，抓住特色求发展，以践行“让群众最多跑一
地”为目标，探索“人民调解+”多元融合新模式。

推行“人民调解+公证”模式，服务群众更暖心。
市矛调中心着眼人民调解与公证法律服务的功能优
势，积极推进调解、公证服务资源共享，为群众解决

“烦心事、揪心事”，发挥调解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
劝导说服优势与公证专业法律服务的权威性，提高
调解成功率，增强调解公信力，使矛盾纠纷得到源头
预防，前端化解，联动调处，真正将利民便民服务于
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推行“人民调解+法援”模式，服务群众更高效。
坚持“诉讼和非诉并举，调解和援助兼顾”的原则，将
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相衔接，对一些案情简单、争议
不大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尊重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
将人民调解引入法律援助工作，运用人民调解便捷、
灵活、成本低的特点，引导和帮助群众合理合法表达
诉求，助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

推行“人民调解+自助”模式，服务群众更便捷。
探索推进“智慧调解”建设，在市矛调中心服务大厅设
立了“法律服务自助平台终端”“自助办理平面检索”

“法律服务机器人”，群众通过终端即可自助办理相关
调解业务，使人民调解服务抬头能见、举手能及、扫码
可得，初步形成了覆盖时空、高效便捷、智慧精准的全
方位服务模式，推动人民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为进一步加强
湿地保护，促进市域生态文明建设。8月
7日上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湿地保护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站揭牌仪式在西宁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举行。西宁市林业和草原
局和西宁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共同
为工作站揭牌。

据悉，近年来，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我省

“三个最大”省情实际，按照“参与综合治

理，注重凝聚合力，服务生态文明”的工作
思路，深入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积
极与市林草局会签《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律
监督打造“湿地保护+检察公益”模式合
力守护湟水湿地资源的意见》，有力推动
湿地保护与管理实现制度化。湿地保护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站的成立，是检察机关
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
履职开展湿地保护工作的有力抓手，形成
了“检察监督＋行政执法”相结合的湿地

保护多元治理新格局，依法维护西宁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西宁市人民检察院将以工作
站成立为契机，强化协调机制建设，凝聚
生态修复共识，推动形成权责分明、架构
清晰的湿地保护监管机制，依法守住湿地
保护生态安全边界，让湿地成为宜居宜业
大西宁的最美底色，为打造高原“绿谷”城
市、“洁净”城市贡献检察力量。

“人民调解+”

便民服务再升级

我省3736名教师参加新教材培训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实习记者 衣凯
玥）体验，是最好的实践。8月9日，省市
多家主流媒体走进警务一线，深入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直击“藏蓝”坚守身影，倾听
基层民警故事，体验民警巡逻出警，“零距
离”感受西宁公安队伍的新面貌、新变化、
新形象。

“今天是社区工作人员值班日，这件事
我们两家就能给你解决，你放心！”“如果种
植的蔬菜销售有难处，我们也来帮帮忙，找
找出路……”走进金桥路派出所石榴籽警
务室，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民辅警良好的
精神面貌、热情文明窗口服务给媒体记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把为群众办实事放在首
位，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群众‘关键小
事’！”金桥路派出所副所长王冰诚恳地对
记者说，为致力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金
桥路派出所石榴籽警务室紧贴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省实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出发点，以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网格化巡逻防
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主要任务，通过

“五籽”工程，不断促进平安建设与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相向而行、有机结
合。王冰就亮点工作向媒体记者进行了介
绍，并对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

“安全、规范、集约、智能、高效，这就是
中心‘一站式’的意义！”跟随民警的脚步，
记者一行来到了城东公安分局“一站式”执
法办案管理中心，通过近距离现场观摩及
讲解员的详细解说，媒体记者直观、清晰地
参观了执法办案区、执法管理区、合成作战
室、执法实战实训中心。“过程透明、效率提
升、实现零差错，我们要将‘监督’延伸到每
一个执法环节、每一起案件办理过程。”讲
解员介绍道，城东公安分局“一站式”执法
办案管理中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办案民警切身
感受到监督就在头顶，监督就在身边。

全环节办案支撑，全领域办案赋能，

全闭环执法监督……既确保了民警执法
行为合法得当，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办案
效率，西宁公安的执法质量和水平再次迈
上了新的台阶。

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看，每到一处都
被民警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的基础工
作、和谐的警民关系所感染。

警徽闪耀，铸就平安。本报记者还将
跟随公安民警的脚步，体验他们的工作，
在繁华都市、在街头巷尾，感受平安守护
者的日常，分享那些守护平安的故事，展
现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走在前作表率中
的西宁公安民警故事。

走，跟着媒体进警营看变化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