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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如何立足盐湖优势打造
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如何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9月20日，以“绿色低碳
循环·创新开放共赢”为主题的2023青海盐湖现代
化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论坛在青海西宁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聚焦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盐湖资
源利用转型升级，发表真知灼见，积极建言献策。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
话精神，此次论坛旨在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建设，坚
定不移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盐湖现代产业体系，助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新青海。”论坛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论坛以“开幕式+1场主论坛（含现场访谈）+2
场专题论坛”形式开展，通过政策研讨、经验交流、
科技融合、市场展望等强化指导、凝聚共识、促进合
作，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全力打造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模式。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技术创新为动力、循环利
用为路径、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推动构建盐湖产
业协同发展新体系，不断增强盐湖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影响力，推动盐湖产业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着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全面提高盐湖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以环保为前提、技术创新为动力、循
环利用为路径、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盐湖产业协
同发展新体系，从强链、延链、补链入手，提高盐湖
资源利用综合效率。”

“实施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全力探索盐湖生态
保护新模式，实现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打
造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集群，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重大机遇，保护
盐湖生态环境、高效绿色开发盐湖资源、推动盐湖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盐湖产业
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省加快建设世界级
盐湖产业基地，努力向建设世界级镁产业基地、中
国锂新能源材料基地、中国最大钾产业基地、新能
源+新材料融合发展的光镁循环经济园区和生态循
环经济区迈进，着力构建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把
盐湖巨大的资源潜力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激发
绿色低碳的新动能。

在主论坛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刘成
林、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宋宇飞、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华龙分别作主旨演讲，中国工程
院院士侯立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柴麒敏作视频演讲，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裁王文祥作盐湖绿色发展宏观报告。

火车票机票迎来购票高峰，酒店民宿
预订火爆，旅行成团需求旺盛……中秋+
国庆，青海旅游将会多火爆？据携程发布

《中秋国庆旅游预测报告》显示，中秋+国
庆8天“超级黄金周”，目的地为青海的整
体旅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804%！

上海、北京、成都、深圳、杭州游客最
爱逛青海。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期
间，来青海的旅游订单中跨省订单占比
95%，跨省游订单量同比增长779%，近20%
用户选择连住3天及以上。

热门线路迎来“预订热”
为了解“十一”黄金周我市旅游市场

情况，连日来，记者前往市内多家旅行社
进行走访。“十一”黄金周临近，我市部分
旅行社已经迎来热门线路的“预订热”。
城中区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国庆期
间已有 8 个团队预订出游，总人数有 184
人，主要线路集中在青海省内游以及甘青
线路。港中旅城西一家门店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 9 月 17 日起，报团出行的游客
数量开始有所增长，其他城区门店的预订
情况也很可观。“目前已经有12个团在我
这里预订，今年国庆太火爆了！像青甘环
线上一些热门景点的票已经订不到了，比
五一期间的热度还要高。”该负责人说。

暑期出游大幕刚刚落下，中秋国庆假期出
游即将拉开精彩的序幕。

部分酒店出现房源紧张
“双节”旅游热，在宾馆预订方面也有

所体现。记者在城西区多个酒店了解到，9
月28日后房间预订情况良好，小长假期间
外地来青海旅游人数大幅增长，预计国庆
假期入住率将有所提升。《报告》显示，近
20%的游客选择在青海连住 3 天及以上。
一家酒店的前台也告诉记者：“目前国庆期
间房间的预订量已近八成，房源紧张。许
多游客已经开始为假期出游作准备。”

游客对于此次小长假的出行可谓期
待满满。准备前往成都的许女士告诉记
者：“忙了大半年，终于有个机会能放松身
心。十一的天气正适合旅游，我早早就抢
好票预订了酒店，希望能在成都感受到不
一样的风土人情。”而准备前往广州的高
先生则选择避开“人从众”，错峰出行。“我
们很早就开始规划了。国庆前出发，假期
结束后再返程，不仅能避开人流高峰，也
能提升我们的旅行体验，”高先生说道。

“超级黄金周”作为今年最后一个法
定节假日，是下半年的重要旅游消费节
点。除了景区观光、拍照打卡等常规的旅
游方式外，游客对于既“有心意”也“有新
意”的旅行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在“双节”
来临之际，只有从吃、住、行、游、购、娱多
方面抓住机遇，城市才能既“引客来”，又

“留客心”。 （实习记者 李静）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804804%%！！青海将迎来最火旅游黄金周青海将迎来最火旅游黄金周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日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联
合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建立联动
工作机制，通过严格执法、业务培训、宣传引导、社
会监督等多种形式，同步推进化解燃气安全风险和
消除各类燃气消防安全隐患工作，全力防范和遏制
燃气领域火灾事故发生。

据了解，自全省城镇燃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以来，全省各地消防部门通过采取“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与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信息系统APP两
种方式，对辖区内沿街餐饮服务行业、液化气充装
站、燃气经营企业等各类场所进行了深入排查，重
点检查是否存在将气瓶间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
室、将气瓶放置于室内就餐场所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要求责任人立即进行整
改，坚决查处一批、挂牌一批、曝光一批、整改一批
燃气消防安全突出风险隐患，确保拧紧燃气“安全
阀”。同时，各地消防部门积极应用“电子巡更”“视
频监控”等技术，做到人防、物防、技防多管齐下，逐
步提升智能化监管水平，完善相关法规标准体系，
建立起燃气消防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以及上下贯通、消地协同的联合监管长
效机制。“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燃气设备是非常重
要的，这可以确保燃气管道和燃气设备的安全性
能，并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西宁市生
物园区消防救援大队监督人员李圆梦检查时说道。

下一步，我省消防部门将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行
动，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燃气安全监
管，完善燃气安全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燃气设施
建设和维护，提高燃气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增强
公众安全用气意识，全面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西宁，一段关于湟水河流域污染治
理的故事正在流淌——

东方欲晓，湟水国家湿地公园海湖湿地
片区从晨曦中醒来，森林里传来鸟儿们清脆
婉转的啁啾，不远处水鸟嬉戏、流水潺潺。

走进北川河湿地公园，处处绿草如
茵、鸟语花香，不时有阵阵清风吹来，人们
漫步在湖光山色中，格外惬意！

清水盈盈、鸟鸣婉转、岸绿景美，无不
在静静诉说着高原之城秀水连天的美好。

截至今年8月份，我市湟水河国控小峡
桥水质达到Ⅲ类，所有国省控断面均达到水
质目标要求，达标率100%，优良水体占比
100%。8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镇）集中式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保持稳定达标……

扛起源头责任，守牢中华水塔，以湟水
河流域污染治理行动为抓手，西宁作为生
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坚决落实生态
保护首位责任，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
复、水环境治理，聚力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协同推进饮
用水安全保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扛牢责任
守护碧水清波

制定《西宁市湟水河流域水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积极争取中央、省级专项资金
实施湟水河流域生态修复项目。

用活用好已申请到位的专项资金1.7917
亿元，并已申请专项资金1.4844亿元，实施湟
水河支流各流域水生态修复项目。

完成 2023 年度第二批水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项目审核入库工作，争取2.92亿元

中央、省级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开
展。我市聚力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湟
水河流域入河排口排查整治工作，完成排
口排查和湟水河 97.5%的排口整治任务。
本年度任务完成率100%；扎实做好督察整
改不动摇，积极推进督察整改事项落实工
作；开展生态环境领域问题“大排查”专项
行动，印发执行《西宁市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补短板、强弱项责任清单》，
做到立行立改与举一反三相结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增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以更加有
效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法，把人民群众
的所思所盼，化作让“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的具体行动，让西宁的天更蓝、水更
清、山更绿、景色更秀丽。

步履坚实
治理成效初显

致力推动西宁深入打好黄河生态保
护治理攻坚战、打造绿色发展高地，促进
西宁产业结构转型与绿色发展……

今年2月底，《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西宁市人民政府关于
共同推动西宁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合
作框架协议》签订，针对西宁发展和保护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共同谋划、协同开展
工作，支持和鼓励西宁高水平生态环境保
护平台建设，建立流域区域协同的西宁生
态环境问题会商机制，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等，从6个方面协同开展工作。
今年7月28日西宁市人民政府、省生态

环境厅、黄河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签订三方
驻点科技帮扶协议。由黄河生态环境科学
研究所牵头，联合5家机构的技术人员组成
驻点工作组，开展为期2年的科技帮扶服务，
帮助我市系统解决突出生态问题。

全面做好“12369”环保信访举报平台
运行，落实好环保举报电话24小时值班工
作机制，鼓励群众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
为。截至目前，共受理、查处、办结群众电
话投诉各类环境污染案件159件，做到受
理、查处、结案率三个100%。

联合社区、村镇、学校、企业在世界地
球日、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世界环境日、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积极宣传贯彻《环境保护法》《黄河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8月15日在我市开展
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

“湟水河是西宁人的母亲河，湟水河
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
里。”市民张生云说。

高原古城大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入人心，从健全机制争取项目，到加大
投入夯实后劲；从全面推进排查整治工
作，到积极回应和受理群众反映的生态环
境问题……凭着一股子执拗和韧劲，西宁
把湟水治理保护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多
措并举、深入推进湟水河流域污染治理，
精心谋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源头保
护、水源涵养和生态修复的工作，并取得
了初步成效。 （记者 樊娅楠）

“碳”寻盐湖产业绿色发展未来

我省开展城镇燃气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治理守护湟水河流域成效初显

杨司煜杨司煜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小蕊）近日，记者从青海
省水利厅获悉，我省正式发布《2022 年青
海省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示，青海境内黄河、长江上游流域降
雨量偏丰、出境水量增多，青海湖持续扩
容。

根据《公报》，2022 年，全省降水量和
水资源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多。大中型水库
蓄水有所减少，湖泊蓄水相对稳定。用水
总量比2021年有所减少，用水效率进一步

提升，用水结构不断优化。2022年，全省平
均年降水量为341.1毫米，折合水量2376.1
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偏多7.8%，属平
水年。全省水资源总量为725.74亿立方米，
比多年平均值偏多12.8%。其中，地表水资
源量为707.5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
319.76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
重复量为 18.23 亿立方米。2022 年全省地
表水入境水量 66.52 亿立方米，出境水量
658.84亿立方米。

2022 年青海境内黄河流域自产地表
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相比偏多1.1%，长江
流域偏多 10.9%。全省地表水出境水量
658.84 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偏多 9.6%。
其中黄河流域地表水出境水量 285.56 亿
立方米，长江流域203.16亿立方米。

青海湖 2022 年平均水位 3196.57 米，
年内水位上涨0.11米，湖水面积4531.8平
方公里，增加6.8平方公里，蓄水量增加5
亿立方米。

青海湖持续扩容 2022年水位上涨0.11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