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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慕生忠将军栽下的第一棵新疆杨
开始，到一片片零散的绿化带；从2000年
大规模植树造林，到如今新疆杨、青杨、柽
柳、沙棘、沙枣、黑刺、河北杨等一批适生
树种形成格尔木城郊防护林体系。

近年来，格尔木市大力推动防沙治沙
工作，“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任务60690.57公顷，“十四五”以来，累计
完成防沙治沙任务43660公顷。目前，该
市森林面积为42.5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达 1.9%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22.28%，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2.14%，
土地荒漠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区域生态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我自小生长在格尔木，从以前只有
零散的杨树、柳树到现在的各种花卉、树
木，格尔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以前
的绿色奢望，现在也变成了五颜六色的

‘享受’”。市民沈玲玲说道。
植物更新、彩化亮化……对道路绿化

带进行环境整治，改造提升绿化景观，突
出生态宜居特色，格尔木市城市品位得到
极大提升。同时，为了推广应用高效节
水，控制开采地下水资源，在保护现有水
源的基础上，积极推行节水灌溉措施，有
效防止了水在输送中的渗漏，保证沙区生
态用水。

这些年，随着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格尔木市在沙产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成效。截至 2022 年年底，格尔木市枸杞
种植面积达9.3万亩，累计完成有机枸杞
基地认定5万余亩，“小枸杞”逐渐成为生
态、绿色、富民的现代化“大产业”，沙产业
发展大踏步前进。

格尔木市以项目带动谋发展，积极谋
划、申报，争取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补助、退化林修复工程、城市道路景观提
升改造建设等一批项目，加快防沙治沙步
伐，推进林草业发展；通过采取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等措施，充分发挥
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功能，促进荒漠植被恢
复，改善生态环境，有效遏制沙化土地扩
展。

“十四五”以来，格尔木市按照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科学地保护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有效提升和发挥生态服务功
能，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林业草原现代
化奠定基础。

格尔木市将继续高起点谋划项目，打
造精品园林示范工程，提升城市形象品
位，在有效保护林草植被资源基础上，继
续强化自然保护地建设，提升森林草原质
量，治理沙化土地，保护湿地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现有林地，逐步实施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改善林分结构，打好新时代“三
北”工程攻坚战，构筑牢固的国家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

（通讯员 李莎莎）

本报讯（特约记者 索南江措 通讯员 王
智）今年以来，海西州牢牢把握“打造开放
柴达木升级版”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担当，坚持对标对表、科学谋划、统筹安
排，扎实推动“通道＋贸易＋产业”联动发
展，着力打造国际物流通道建设新格局，推
动海西州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
展。2023年累计开行中欧、东南亚方向国际

货运班列101列，占全省开行数量的76.5%。
在班列开行过程中，海西州主动推

进、积极作为，全力支持国际货运班列运
行。积极引导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指导
企业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对照国家战
略方向、发展导向和资金投向，积极对接
省商务厅，争取申报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运费补贴项目6个，争取资金1517.29

万元，解决企业困难，助力企业发展。为
保障班列顺利开行，海西州商务局抽调业
务骨干组成涵盖通关服务、联络协调、后
勤保障的工作专班，为企业在资质备案、
包装查验、物流运输、外汇备案和报关报
检等环节提供全流程帮助、服务，协调解
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货物顺利通关放
行，提高运输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荒漠穿绿衣 沙海绘美景

海西州国际货运班列开行突破百列

聊起“红马甲”，都兰县巴隆乡布洛格
村牧民钢布拉达竖起了大拇指，岁月在这
个老党员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嘴角上扬的
弧度表明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能有现
在的好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以后生活条
件好了，我们也要把党的温暖传递下去。”

钢布拉达是巴隆乡布洛格村的党员，
妻子索南木吉肢体残疾，儿子正读小学，
家中草场面积小，牛羊少，一家三口仅靠
草原补助、牛羊出栏、草管员收入生活，生
产生活底子薄。今年 10 月中旬，村党支
部“红马甲”志愿服务队给钢布拉达赠送
了22只羊，也传递了党组织的关怀。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都兰县
党员干部聚焦以学促干，把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落脚

点，以县委“十个相结合”为实践载体，下沉
基层一线，回应群众关切、破解群众难题。

为钢布达拉捐赠只是都兰县党员干
部解民忧纾民困的一个缩影，当前正值全
县开展党员干部“四下基层”连心“千家万
户”实践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民生画
卷徐徐展开。

在都兰县蒙藏医院，银措吉拿着完成
结算的医保卡，很有感触，“今年我们吃的
一些药都可以刷医保卡了，能省下不少
钱，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负担。”今年以
来，都兰县卫生健康局聚焦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及时将 95 味蒙藏药制剂
纳入医保结算，极大减轻群众就医困难，
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

高原的冬天，昼夜温差大，“一老一

小”等重点群体始终是范冶金最关心的事
情之一。都兰县民政局干部们主动到辖
区村（社区）调研，认领“微心愿”，得知敬
老院老人和部分留守儿童存在御寒困难
后，多方筹措，组织党员捐款，购买了棉衣
等冬季御寒物资，为老人、儿童送去党的
温暖。

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是
民政部门的本职工作，捐赠御寒衣物也只
是做了件小事，但背后体现的是县委践行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落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的实际行动。都兰县正全力以服
务民生需求为导向，将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落到实处，把幼有所托、幼有所育融入
日常，用心绘就民生画卷最温暖的底色。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祁元成）

本报讯（记者 啸宇）绿色有机枸杞30万亩、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生产突破25万吨、农产品出口额居全
省首位、线上线下农畜产品销售额超10亿元……海
西州坚持把输出地建设作为推动农牧业现代化的战
略引领，出台《海西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专项规划》等系列政策引领输出地建设，不断优化提
质、稳量、补链、扩输路径，引领农牧业加快转型升
级。

【加快提质】海西州持续净化原产地环境，实现
绿色防控 122.5 万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83.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和农田残膜回收率均
达 90%以上、农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98%以上。
加快绿色有机认证，创建国家级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区4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枸杞）标准化生产基地1
个，认证绿色有机枸杞30万亩，认证绿色有机食品
企业95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351个。牦牛、藏羊原
产地可追溯体系实现全覆盖。

【稳步增量】全面完成 70.5 万亩耕地保有量任
务，累计建成9.79万亩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提升。布局高原生态有机畜牧业、种养结合
循环农牧业、高质融合现代农牧业“三大”产业带，实
施千只牦牛藏羊、规模化养殖场、生态牧场等项目，
集中养殖、高效养殖效益凸显。全州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生产能力突破25万吨。

【精准补链】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业链建
设，建成都兰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级农业科
技示范园等10余个国家级产业平台，加快建设德令
哈市草畜循环现代农业产业园等7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培育加工型企业343家，培育省级农牧业新
型经营主体210家。全州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分别达83%、57%、85%。

【扩大输出】组织三批次“神奇柴达木”优品
评选，58 家企业 138 种产品入选“神奇柴达木”优
品库。发布“神奇柴达木”海西农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和“茶卡羊”公用品牌。在全国中心城市
运行柴达木特色农畜产品体验店等，建成省级以
上外贸转型基地 4 家，农产品出口额位居全省首
位，近年来线上线下渠道农畜产品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

本报讯（特约记者 才格增）今年以来，海西州在
全州范围内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形象大改善、管
理大提升，大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城乡清洁
行动，通过健全机制、环境整治、督导检查、评审验收
等途径，营造整洁文明有序的城乡环境，助力全国卫
生州创建工作。

为确保清洁行动的有力实施，海西州拨付专项
工作经费 1 亿元，格尔木市、茫崖市和大柴旦行委
根据自身财力投入专项资金，在各行业、各领域开
展“大清洗、大清扫、大清理”活动，城乡环境面貌
得到显著改善。持续加大执法力度，整治城镇占
道经营、乱摆乱放现象，有效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动员干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推进乡村、道
路、旅游景区、河湖环境、工矿企业等的卫生治
理。同时成立3个督导考核组，对全州7个地区开
展了城乡环境清洁行动督导考核工作，通报全州
城乡环境清洁行动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推动
各地区具体工作任务落实落细。州城乡环境清洁
行动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针对
部分地区公路沿线、加油站、停车港湾、服务区、旅
游景区等区域环境清洁问题进行专项检查，全面
整治“脏乱差”现象。

今年9月，都兰县、乌兰县、天峻县、大柴旦行委
顺利通过国家（省级）卫生城市省级评审，对格尔木
市进行现场评估“回头看”。截至目前，全州共创建
国家卫生城镇7个，省级卫生城镇27个。为进一步
促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卫生州创建工作的提升，
10月下旬，海西州组织召开了州城乡环境清洁行动
现场观摩会，推动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和创卫工作再
上新台阶。

初冬的乌兰县，阳光明媚。近日虽然
气温骤降，但是家住乌兰县希里沟镇城中
社区的乔贵秀家里暖意融融，窗外的阳光
显得格外明亮。周末，乔贵秀吃完早饭，
就准备送七岁的女儿去舞蹈班，她们娘俩
的生活充实而幸福。乔贵秀深知，这份幸
福来自乌兰县严密的社会救助体系。

两年前，因病需长期住院治疗，乔贵
秀失去了工作，没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
乌兰县民政局排查发现乔贵秀的家庭生
活情况后，为其发放救助金，临时救助乔
贵秀母女，并将乔贵秀母女二人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范围。今年，在乌兰县委县政府

的关怀下，乔贵秀被安置在县慈善社会组
织工作，她的家庭基本生活和教育支出得
到了有效保障。“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
候，社区、镇政府和县民政局给予我们母
女最暖心的帮助，我们母女要好好生活，
用爱回馈社会。”乔贵秀用朴实的语言表
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有效解决困难群体的生活问题，满足
其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和
现实课题。近年来，乌兰县紧紧围绕“兜底
线、织密网、建机制”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
实践，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打造“弱

有所扶”暖心乌兰。2023年累计为全县4685
户7922人发放城乡低保金372.64万元，其中
发放城市低保1500户2177人135.6万余元，
农村低保3184户5745人237万元。发放临
时救助金65户161人75.30万元。

乌兰县民政局用心用力用情织密扎
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创新完善社会救
助各项工作，通过一系列改革，乌兰县的
社会救助申办平均用时 15 个工作日，最
多不超过25个工作日，急难型救助1个工
作日即办，困难群众及时、就近获得救助
的效率明显提升。
（特约记者 索南江措 通讯员 乌兰巴特尔）

为困难群众撑起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