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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七批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海西州乌兰县获
得第七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称
号。这项“国字号”殊荣让乌兰县成为海西
州首个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的地区。

近年来，乌兰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始终牢记“三个最
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
积极融入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着力
打造海西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样板
和“柴达木戈壁滩绿色之城”建设典范，取
得显著成效。

提升“金字招牌”成色
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乌兰县境

内，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这段时间，
随着天气凉意渐浓，湖岸边几百亩遇冷变
色的“盐爪爪”逐渐染红了大地，骆驼、黑颈
鹤、斑头雁等各类野生动物陆续来到这片
壮美的“红地毯”，嬉戏、觅食、休憩。

蓝天、白云与高山交相辉映，从高空俯
瞰，整个湿地公园五彩缤纷，风景优美，宛
如一幅色彩斑斓、如梦如幻的油画，将美不
胜收的“多彩乌兰”体现得淋漓尽致。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
洋并称为全球三大自然生态系统。近年

来，乌兰县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原
则，持续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采取封滩、育
林、育草、减畜等措施，使湿地区域及周边
生态环境总体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湖区动
植物种类、数量稳步恢复。

为了保护这片湿地资源，乌兰县连年
对该地区进行栖息地恢复工作，恢复鸟类
栖息地2公顷，根据湿地内部分鸟类生活习
性，对栖息地环境进行适度改造，构建浅水
沼泽、漫滩等。并在湿地公园科普馆展示
这里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和迷人景观
等，不断增强参观者游客保护生态的意识
及法治观念。

书写瀚海“绿色答卷”
乌兰县地处海西州东北部、青海湖流

域西侧的柴达木盆地，10年前，沙化土地总
面积达154540.9公顷，是青海省沙漠化危害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泉水湾”位于乌兰县希里沟镇境内，
这个乍一听给人以清凉之感的地方，过去
却是风沙漫天、干旱缺水之地，恶劣的环境
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在这里，每一棵树都‘价值千金’，我
们每天都要开展巡护，树长得好大家都高
兴。”泉水湾管护站管护员马占军说。

自“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以来，乌兰
县不断探索适合干旱区荒漠化特点的防治

技术和治理模式，采取工程先行固沙、生物
永久固沙、围栏封禁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治
理模式，逐步推进“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
点工程顺利实施。

截至 2022 年底，全县以固沙、造林、封
育等综合措施，完成人工造林2.196万公顷，
封山育林 4.81 万公顷，工程固沙 1.81 万公
顷，完成“十三五”防沙治沙任务的232.8%。

打造绿色发展“乌兰样板”
9月中旬，自然资源部发布第四批共11

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茶卡盐
湖”发挥自然资源多重价值促进生态产业
化案例》成功入选，标志着青海省自然资源
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探索、政策
创新到具体案例实践，有效推动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

环境好了，村民收入更高了，依托盐湖
资源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创新能力已初步显
现。2022 年茶卡镇实现旅游收入 6638.49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09万元。

坚持生态优先，创新绿色发展。一路
奋发而来，乌兰县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统一，资源开发利用与资源环境
承载力相适应，乘势而上探索出具有乌兰
特色的转化路径和实践模式，用一个个生
动范例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特约记者 张洪旭）

沙窝窝里走出一个“生态绿洲”
秋后的晌午，在德令哈市社会治理综

合服务中心，值班律师张进鹏端坐在公共
法律服务远程对接系统屏幕前，等待着向
服务对象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没坐多久，屏幕那头，来自红光村的
居民王某打来求助视频，希望得到法律援
助。面对面，张进鹏详细了解了当事人的
问题，逐条解答相关法律法规，并免费帮
王某书写相关法律文书。

“过去基层法律援助只是停留在‘有
这么个东西’层面，群众真正面临到相关
法律问题时，往往要绕很大圈子，中间环
节冗杂，费时费力不说，事情还很难及时
处理。”对于从事多年法律咨询和法律援
助服务的张进鹏来说，选择到中心担任值
班律师，为的是更好地为基层群众带去便
捷服务。

基层社会治理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
础。在新形势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
环境，邻里矛盾、家庭矛盾、劳务纠纷以
及各类潜在因素，都会造成老百姓的困
扰。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创基层社会治理新
模式，德令哈市为此努力探索，付诸实
践，并取得良好成效。

近日，记者来到德令哈市社会治理综
合服务中心，只见服务大厅的8个服务窗
口，中心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回应着群众
各类诉求，服务内容包括综合受理、信访
接待、诉讼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
公证服务、法律咨询等。

“调解工作更加专业化，而且多个部
门一起办公，为民办事的效率也大大提高
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专职调解员
乔顺琴受理了 40 多个案件，涉及劳动争
议、家庭纠纷、合同纠纷。

和以往的层级汇报和各自办理的方式
不同，中心将政法、司法、信访、法院以
及矛盾排查调解中心等整合到一起，并联
合 40 多家相关部门设置轮驻窗口，将多
个部门职责融入进来，旨在让基层群众

“少跑路”“办成事”“办好事”。
为了让服务触手更加深入基层，德令

哈市借助调委会、公共法律服务室、人民
调解员、村级调解员等力量，同时在乡一
级设立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聚合力推动矛盾在“家门口”
得到解决，实现“多方联调”。

（特约记者 苏 烽）

本报讯（特约记者 刘法营 张洪旭）2023
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海
西州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对标提质
增效精准施策，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升级
版”。据第三方评价反馈，今年以来，海西州
各项经济指标均较上年显著提升，核心指标
明显向好，经营主体满意度达92%。

据悉，海西州围绕提升政务服务质效，
实现政务环境“再优化”深推转变政府职能

“五个一”专项行动，率先编制完成海西州
行政许可事项通用清单、行政备案事项清
单、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指导清单

等。健全完善政务服务体系，各类政务服
务事项“线上线下”同步运行，并向“网上
办、掌上办”拓展，政务服务网海西平台纳
入标准化政务服务事项增至6037项，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和“最多跑一
次”。引导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办理，打
破时间和地域限制，有效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和办理流程。截至目前，新增经营主体
5330 户，同比增长 3.3%，注册资本 3331.93
亿元，同比增长52.11%。

该州以行政审批流程“瘦身”，实现投
资环境“再优化”。建立投资项目审批清单
全州“一张清单”，依托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持续开展“一网通办”和在线并联审批。持
续精简工程建设审批流程，推行“不见面”
审批制度，60项审批事项精简到38项。优
化整合多个部门施工图审查环节。“多图联
审”审查时限有效开缩，效率提高35%。紧
紧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十二条产业链多
点发力，强化服务，助力招商引资取得成
效。今年以来，全州省外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 141.49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94.33%。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以产业
链发展为抓手，实现产业发展扩容提质增
效，成功签约产业链项目66个，总投资额达
665.6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以来，海西
州深入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六大工程”，实施营商环境优化年、
投资项目攻坚年、产业链长制推进年等“六
大行动”，全力以赴强调度、抢工期、稳运行、
优服务，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加快工业投资】海西州深入开展投资
项目攻坚年行动，筛选确定55个项目列入
省级百项重点工业项目和百项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并加快推进全年实施的132个工
业项目。截至目前，中信昆仑2万吨电池
级碳酸锂、黄河矿业夏日哈木镍钴矿采选
等 22 个项目已建成，赣锋 1000 吨金属
锂、中车零碳产业园等 14 个项目预计年
内建成；盐湖4万吨基础锂盐、莱德宝20
吉瓦单晶拉棒等 26 个新建项目开工建设;

南玻年产 10 万吨高纯晶硅等 59 个项目正
在稳步推进。

【开展助企暖企】 制定 《海西州工业
领域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实施方案》，将183
户工业企业纳入帮扶名单，累计收集工业
企业反馈问题110条，办结110条。组织召
开工业领域政银企专场融资对接会，促成
意向金额25.35亿元。设立州级产业转型升
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截至目前，
已为州内企业争取国家和省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发展等各类
专项资金9259万元。加强企业培育，新认
定 4 户企业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8户企业为青海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聚力招大引强】深入推进招商引资
“六大行动”和“一把手”工程，精准绘制12

条重点产业链招商图谱，成功引进莱宝科
技硅光伏产业链、远泰20万吨锂电负极材
料一体化等一批延链补链强链项目。积极
参与第16届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等
经贸展会活动，举办世界钾盐钾肥大会等，
邀请近百家企业走进海西。第24届“青洽
会”全州共签约项目 53 个，总量居全省首
位，目前履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分别
为100%、35.4%、9.4%。

【严控工业能耗】严格节能审查，完成
盐湖4万吨基础锂盐等16个新建项目节能
审查，有序推进全州工信领域项目节能审
查整改，62 个项目已完成整改。持续推进
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华汇新能源等4户企业
获评2023年度“省级绿色工厂”，推荐藏格
锂业等4户企业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近日，青海
省林业和草原局举行河西走廊——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青海重点项目开工仪
式，海西州同步举行开工活动。

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项
目结合海西州生物地理单元和生态功能区
空间实际，初步确定了“一屏、三区、多廊、
多点”全域生态建设思路，计划总投资 48
亿元，完成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总规模
600余万亩。科学划分了海西州“三北”工程
攻坚战“五区”布局，东部退化草地综合治
理区以退化草地修复为主，中东部荒漠化
综合治理区以流动沙地综合治理为主，中
西部沙源沙口综合治理区以柴达木盆地风
沙口、沙源地治理为主，南部昆仑山生态综
合治理区以山区退化草地和生态综合治理
为主，西北部荒漠戈壁综合治理区以荒漠
戈壁保护治理为主。下一步，海西州将统筹
推进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
着力构建海西全域生态安全格局。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升级版””

多措并举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多措并举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一个一个中心中心””

联结服务群众联结服务群众““多张网多张网””

柴达木盆地荒漠化柴达木盆地荒漠化
防治与生态修复防治与生态修复

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正式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