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根据IUCN
最新的雪豹评估，青海省雪豹适宜栖息
地约为47万平方千米，全省雪豹数量约
为1200只。”10月18日，省林业和草原局
相关负责人在青藏高原雪豹保护研讨会
暨青藏高原雪豹保护联盟成立大会新闻
发布会上发布。

据介绍，青藏高原是雪豹的物种起源
地，是它的第一故乡，现代青藏高原是雪
豹最主要和最连续的生存地区，中国拥有
超过60%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主要分布
在青藏高原。长期以来，各省区在雪豹栖

息地建立自然保护地，加强雪豹物种的系
统研究和科学保护，积极探索对区域内雪
豹等濒危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实施全面、
完整、连续保护的新途径。同时，深入开
展公众教育和合作交流，积极参与和推动
全球雪豹保护合作进程，形成了良性互动
的雪豹保护基础，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我省在奋力推进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中，着重加强雪豹等珍稀物
种的监测调查和系统保护，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为推动建立青藏高原雪豹
保护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省

通过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
保护地体系，有力构建了以雪豹为引领
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体系，在监测调
查、个体卫星追踪研究、救护救助、栖息
地评估等方面实现了新突破。根据
IUCN 最新的雪豹评估，我省雪豹适宜
栖息地约为47万平方千米，占青藏高原
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的 25%。截至目
前，全省雪豹数量约为 1200 只，充分说
明我省在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为引
领，科学、依法、系统、精准推进生物多样
性保护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省雪豹适宜栖息地约为47万平方千米

本报讯（记者 啸宇）为更好适应机
场航空业务量快速增长、促进果洛州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发展改革委及时
会同青海机场公司开展了果洛机场总规
修编工作，在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等有
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果洛
玛沁机场总体规划（2023年版）近期正式
获得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批复。

果洛机场是西北民航“十三五”期间
第一个完工的重点建设项目，是加强民
族地区民生建设、让民族地区群众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自2016年7
月正式通航投运以来，极大改善了果洛

及周边地区的交通条件，有力促进了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果洛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不
断发展，果洛机场航空业务量高速增长，
旅客吞吐量年均增长率达42.35%，远高
于全国民航10.4%的年均增长率，2018年
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是省内突破
10万人次吞吐量用时最短的支线机场，
除2022年受疫情影响外，近年来均保持
着10万人次以上的旅客吞吐量，机场旅
客和货邮吞吐量已超过2014版总体规划
近期规划目标年（2020年）旅客吞吐量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0吨的规模，现有

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果洛机场新版规划按照满足近期

2035年旅客吞吐量7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000吨、飞机起降7653架次；远期2050年
旅客吞吐量17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8300
吨、飞机起降17347架次的需求进行规划，
擘画了果洛机场近期、远期的发展蓝图。

省发展改革委将积极协调青海机场
公司，充分发挥总体规划的指导性作用，
做深做实后续各项工作，并着力加强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
等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为推进果洛机
场改扩建项目奠定坚实基础。

果洛机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

本报讯（记者 小蕊）“四菜一汤，有
荤有素，营养丰富，在幸福食堂吃得就是
舒服。”城北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幸福“食”光。今年以来，城北
区民政局聚焦“小切口保障大民生”，增
设 6 个幸福食堂，提升改造 5 个幸福食
堂，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城北区坚持以“政府引导、管理和监
督，社会参与”模式推进幸福食堂助餐，
采取“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场地免费”等
措施，打造可持续助餐服务。采用中央
厨房集中制餐，每日搭配低盐低脂、清淡
可口的膳食，统一配送至周边幸福食堂，
建立起覆盖食品生产、配送等各个环节

的安全监管机制，同时联合市场监管、消
防、应急等部门，不定期检查各食堂燃气
安全、食品安全、消防设施，检查范围覆
盖辖区所有幸福食堂。适当扩大助餐范
围，将中小学生、残疾人纳入补助范围，
通过区级补助、村集体自筹等方式运营
食堂，有效缓解了农村青壮年务工家庭
的后顾之忧。今年在火车西站街道萨尔
斯堡社区试点“社会化”爱老幸福食堂，
从只供应午餐升级为一日三餐的全天候
服务，从“四菜一汤”增加为多种类的菜
品，老年人多了一份选择，也多了一份认
可。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物业+养老”
服务模式，选址祁连路 900 号第一服装

厂家属院为试点小区，整合小区闲置资
源，新建1个助餐点，让小区的老年人及
其他居民也享受到“家门口”的助餐服
务。目前，今年全区新增改造的11个幸
福食堂已全面开展助餐，让普通群众也
能享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解决了
幸福食堂以往运营能力不足的状况。

此外，通过社区与物业相互依托、资
源共享、融合发展，成立一支“全能”养老
服务团队，团队成员由社区热心志愿者、
物业公司服务人员及社工组成，为辖区
老人提供物业、养老、家政等综合性的服
务，不断提升老年人“原居安老”生活品
质。

幸福食堂让居民乐享幸福“食”光

本报讯（记者 晴空 金华山 摄影报道）
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10月18
日上午，全省首例高空抛物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在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2023年5月21日，被告人马某某酒后因
家庭矛盾泄愤，故意从家中卧室向窗外扔花
盆，花盆砸破窗户双层玻璃后坠落至楼下商
业步行街，掉落在人行主干道上，造成群众恐
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8
月21日，因马某某涉嫌高空抛物罪，海东市
平安区公安局将案件移送平安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

平安区检察院在审查中发现，马某某
的行为不仅涉嫌刑事犯罪，还严重危及不
特定人群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严重危及公
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随即开展调查，并依法发布刑事民
事公益诉讼公告。公告期满后，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庭审中，马某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自愿认罪悔罪。对平安区检察院
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全
部予以采纳，判决马某某犯高空抛物罪，
判处拘役 4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判决
马某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
步行街张贴道歉信并在海东市市级媒体
上公开向民众赔礼道歉，责令马某某在其
住所窗户安装防护装置、在平安水井巷商
业步行街位置安装 2 部监控摄像头。马

某某当庭表示其认识到自己高空抛物行
为的危害性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并
表示不上诉。

针对高空抛物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
刑事+公益诉讼职能，形成办案合力，在追
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该案的办
理，是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履行
公益保护职责的体现，是对公益诉讼公共安
全领域的司法保护，进一步织密扎牢了人民
群众头顶安全防护网，以实际成效回应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盼。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爱老食堂设点
是否做到了便捷？”“智慧社区发挥的作用有
多少？”“小区一老一小平台利用率怎么样？”
带着这些问题，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
组织了一次“实地走访+开门纳谏”的交流活
动，来自辖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
职网格员等，实地走访了智慧社区、一老一
幼平台等，向居民面对面了解实际情况，让
调研走访工作做到“零距离”倾听民声、“零
时差”体察民情、“零温差”回应民需。

此次活动中，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紧盯打造智慧宜居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和服务创新为切入点，围绕“五红”“两心”

“三园”建设，聚焦“智慧社区平台”、家门口
的“科技馆”试点运行情况，实地走访了电信
小区、麒麟花园、沁心园“一老一幼”场地，听
汇报、问情况、查问题、看效果，详细了解社
区、小区在平安建设工作方面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并现场开展座谈交流，与会人员对如
何将安防、消防、一老一幼等“传统社区”问
题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在一个平台上集
成映射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

为推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两室”活
动常态化、长效化，西关大街街道办事处聚
焦群众急难愁盼和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将主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
体举措、改进服务的有效途径、履职尽责的
实际能力，多角度搭建平台，加强沟通联系，
提高办理质量和满意度。如今，该街道打造
的“办公开放日”、互动“云连线”“星期五我
为您服务”等活动成为街道为民办实事的品
牌行动，深受群众好评。

近年来，城西区积极建设社区“15分钟
便民生活圈”，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配套服
务生活圈，通过智慧化应用、完善服务设施、
提高服务水平、丰富服务内容等，让社区居
民享受到智慧生活服务的便利，提升社区居
民的幸福感。同时，聚焦一老一幼，各街道、
社区坚持需求导向，为“一老”与“一幼”的幸
福生活注入新能量。

本报讯（记者 悠然）西宁市“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秉持“依法调解，服务为民”
的宗旨，坚持以实质性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作为工作的目标和导向，不断提高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近日，西宁市“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了全市首例医美纠
纷。

据了解，年近五旬的宋女士，随着年龄
的增长，发现面部皱纹愈发明显并出现凹
陷。经朋友介绍，宋女士来到市内某美容
院，在美容院员工介绍推荐下，宋女士先后
注射了两剂玻尿酸。没想到两个多星期后
整个脸部开始疼痛和肿胀，外形难看。花费
1万多元，本想抹平岁月痕迹，让青春再现，
没想到却变成这副惨相，这让宋女士无法接
受，多次到美容院讨要说法，但美容院负责
人坚称“肿胀和疼痛是难免的，过了恢复期
就会好的”。随后，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受理了宋女士的调解申请，调解过程
中，调解员认真倾听双方意见，抓住争议焦
点，围绕损伤程度、责任划分、补偿数额等问
题，释法理、讲情理、明道理，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积极沟通、理性协商，最大程度消除双
方的对立情绪。经过调解员多次劝导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美容院退还宋女士
两剂注射费，并赔偿宋女士后期治疗费1500
元；宋女士自行前往市某医院做面部治疗，
不再追究美容院责任，双方签订了人民调解
协议书。

下一步，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将继续以群众期盼为念，以群众满意为尺，
聚焦群众生活“难点”，疏通矛盾纠纷“堵
点”，以“小窗口”促进“大和谐”，努力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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