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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近日，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下达2024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海南州市场监管局推荐申报
的青海湖生态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获
批立项。

该试点项目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
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的精神，深入开展服务“四地”建设标准化工
作，以创建国家公园示范省与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目标，整合青海湖生
态旅游资源，优化旅游服务业空间布局规划，
拓展青海湖环湖区域协同发展，促进环湖景
区景点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服务、统一
管理、统一标准，打造集生态体验、生态研学、
生态文明思想教育为一体的国际化、品牌化、

标准化生态旅游服务景区。
该国家级生态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项

目的实施，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旅游业提质
升级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规范青海湖旅游
经营活动，提升青海湖旅游服务品质，守护
好青海湖旅游的“金”字招牌，助力产业“四
地”建设，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先行区，
提供有力有效的支撑。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近日，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青海省水利厅下发《关于公布
2023年省级节水型企业 节水型工业园区和
节水标杆企业》的通知，经专家评审、网上公
示等程序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
产业园区被评为2023年省级节水型工业园
区。

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设立于2002年，经过
20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科技含量高、产业
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度高的“专精特新”科技
园区，形成了以生命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近年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始终以绿色
为高质量发展的总基调，坚持节水优先绿色
发展，扎实落实节水各项工作任务，强化企
业用水管理和项目建设节水审查，开展了中
水回用管网建设、规划水资源论证、节水器
具使用普及等工作，推进节水型园区、节水
型企业、节水型公共机构创建，节水工作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该园区已成功创建“青
海省节水型工业园区”，园区内青海西宁娃
哈哈启力饮料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获评“青
海省节水型企业”，园区管委会机关办公楼
也获得“青海省节水型公共机构”称号。

“接下来，园区将以此为契机，继续认真
贯彻节水优先治水方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加大节水型企业创建力度，进一
步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推动工业可持续发
展。”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园区还将充分发挥节水型工业园区、
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
用，以点带面，积极借鉴和推广先进做法及
经验，鼓励园区各重点用水企业，加快节水
型企业创建，确保园区节水工作进一步取得
实效，为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新高地蓄势赋能，
实现园区节水与增效同频、绿色与发展共振。

本报讯（记者 小蕊）1月18日，省商务厅
会同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邮政管理局、省消费者协会等有关单位联
合举办“2024 青海网上年货节”活动。活动
于 1 月 18 日至 2 月 17 日期间与全国同步开
展，为期31天。旨在通过网络商品和线上服
务的供给模式，更好满足全省老百姓“年货”
需求、“年味”体验，着力激发释放节日消费活
力。

据悉，网上年货节期间将策划“云购年
货”“青海好物”“青情有礼”三个主题促销活
动，还将配套开展 10 项具体活动，在“云购
年货”主题促销活动中，针对省内城乡居民
节日消费需求，组织开展线上“年货大集”

“服务惠享”“嗨享新春”“银发欢乐购”4 项
活动，配合线下消费市场，开展节日生活必
需品刚性年货物资保供，线上个性化服务提
供。

在“青海好物”主题促销活动中，面向
国内广大消费者节日品质消费需求，甄选
我省特色产品、绿色产品、品牌产品，对接
平台、区域合作，拓展“青品年货”国内市
场，策划组织开展“青海好物”入驻家乡来
客助农平台销售、举办“青品输出”区域协
作专场对接、举办“青品惠享”京东线上购
物节 3 项具体活动，借助外部资源力量，推
动青海特色产品借“年货标签”，线上拓展
国内市场。“青情有礼”直播促销活动，聚焦
数商兴产、数商兴农、数商兴贸的有效衔
接，运用直播电商热点模式、焦点效应，开
展线上产销对接，活跃线上消费市场，谋划
推进对接引流，开展青品宣推公益直播、开
展“青品好礼进山东”专场直播、“青情有
礼”专场直播 3 项活动，营造新春佳节文化
氛围、市场氛围。

本报讯（记者 悠然）1 月 18 日，记者从
西宁海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48.7 亿元，同比
增长 20.3%。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
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0.1 个、22.4 个和
16.8 个百分点，分别居全国第 4、第 6 和第
5 位。

据了解，随着我省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外
贸经营主体显著增多。2023年，我省有进出
口实绩的外贸企业突破191家，增长26.5%。
去年，我省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45.7亿元，
增长 15.9%，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下同）
的94%；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2.5亿元，增
长1.6倍，占5.2%，较同期我省进出口增速高
138 个百分点；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1721
万元，去年同期无进出口。

2023 年，我省企业加大新兴市场开拓
力度，拓展外贸朋友圈，全年共与 107 个
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新增蒙古、玻利
维亚、科特迪瓦、老挝等 20 个贸易伙伴，
全省外贸进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随着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省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合作领域不
断拓宽，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对外贸易实
现了稳定增长。2023 年，我省对共建“一
带 一 路 ”国 家 进 出 口 33.1 亿 元 ，增 长
19.7%，占我省进出口值的 67.9%。同时，
去年，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纯碱为
我省主要出口产品，合计出口 17.1 亿元。
同期，金属矿及矿砂、机电产品为我省主
要进口商品，合计进口 11.9 亿元。以上产
品进出口总值占同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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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48.7亿元

生物园区获评省级节水型工业园区

湟中区大才乡小磨石沟村湟中区大才乡小磨石沟村，，村民王守生家中抽水马桶村民王守生家中抽水马桶、、淋浴等设施一应俱全淋浴等设施一应俱全。。

厕所虽小，体现文明，牵动民生。
一个个美丽村庄与品质生活方式的背

后，离不开对厕所的治理。近年来，我市坚
持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
民心工程来抓，积极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
念，增强改厕意愿，因地制宜、因户施策，以

“厕所革命”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推进
我市乡村振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绘就
了一幅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如厕洗澡都方便如厕洗澡都方便，，庭院干净了庭院干净了””

“冬天冻不坏，夏天没异味，厕所安在家
里，干净卫生还方便，感觉一下子过上了城
里人的生活。”去年10月，湟中区大才乡小
磨石沟村村民王守生家通上了水厕，简陋的
老式旱厕成为过去。

走进王守生家的卫生间，瓷砖墙壁整洁
明亮，抽水马桶、洗脸盆、淋浴设施一应俱
全，厕所干净整齐，没有一点异味。

“我们村从去年3月份开始了厕所改造
项目，政府利用项目款为140多家农户修建
了水冲式厕所123座，覆盖率达到85%。”小
磨石沟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德介绍说，水冲式
厕所干净卫生，使用起来方便安全，又无任
何异味，厕所改造以来，村民的幸福感大大
提升了，生活环境大变样。

和王守生家一样，在湟中区各乡村，家
家户户的庭院内，厕所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
整洁卫生的卫生间，成为乡村振兴最耀眼、
最值得夸赞的民生实事。

““院子里没有了异味院子里没有了异味，，少了蚊虫少了蚊虫””

“水冲式厕所只是‘厕所革命’的其中一
项工程，去年双坑交替组装式旱厕也成为了
湟中区厕所再造的新项目。与以前相比，现
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
好。”湟中区鲁沙尔镇青石坡村村民马启龙
对记者说。记者在马启龙家看到，主人把庭
院打扫得干净整洁，靠近西北角的组装式旱
厕格外引人注目，它有着大红色的屋顶、乳
白色的墙面、灰色的遮挡板，白色的排气管
直通到屋顶，两个蹲坑也被严严实实遮挡起
来，没有任何异味。

“鸟枪换炮了！”马启龙笑着说，从去年
3 月份以来，家里装了组装式旱厕后，家人
使用起来很方便，再也不用冒着寒冷跑到院
子外面去上厕所了。组装式旱厕有了遮挡
板，粪污全被遮盖起来，院子里再也没有异
味，少了蚊虫骚扰，家里干净多了。

青石坡村村委会副主任马青介绍道，
2023 年 10 月，青石坡村完成 139 户厕所改
造，新建的组装式旱厕样式新、无异味、粪便
发酵后又可以返田再利用，对农户来说非常

实用，所以很受大家欢迎。
据了解，2013 年以来，湟中区 225 个村

新改建卫生厕所4.12万座，其中双坑交替式
旱厕2.94万座，水冲式厕所1.11万座，双坑
交 替 组 装 式 旱 厕 669 座 ，改 厕 资 金 达
12948.56 余万元，受益人群达 20.6 万人，改
造后的使用率达100%。

““如厕从将就变成讲究如厕从将就变成讲究””

近日，记者走进大通县东峡镇衙门庄村
村民范虎家，地面墙面贴着精美的瓷砖，浴
霸、热水器、洗手池、淋浴花洒、坐便器一样
不少。“现在用上水冲式的新厕所，一点味儿
也没有。”说起改厕的好处，范虎笑逐颜开。

范虎说：“以前厕所没改造之前我们用
的是旱厕，夏天又臭，苍蝇也多，很不卫生。
外孙女嫌厕所脏，节假日从城里回来看我
们，没少为上厕所受委屈。现在好了，家里
装上了水冲式厕所，和城里没啥两样。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上厕所真是太方便了。”

小厕所，大民生！随着“厕所革命”走深
走实，越来越多像范虎一样的村民，享受到
这项民生工程带来的便利，大家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提升。

“村庄更宜居，生态更优良。大通县把
‘厕所革命’和村庄清洁行动作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重中之重，加大力度，扎实推
进。在推进‘厕所革命’时，我们坚持因地制
宜，科学引导，以质量为第一要务，努力保证
建成一个使用一个，不仅和农民算健康账、

经济账，更要为他们普及文明理念，让广大
群众真正从中受益。”大通县农业生态环境
与可再生能源工作站副站长严海龙说。

如今，大通县20个乡镇186个村实施了
卫生厕所项目，项目村卫生厕所覆盖率均达
到85%以上，全县累计修建各类农村新型户
用卫生厕所3.7万座。

全市农村卫生厕所达全市农村卫生厕所达2323..4949万座万座

让乡亲们用上卫生的厕所！农村“厕所革
命”是一项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
生工程。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厕所革命”作为
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来抓，广泛发
动群众、依靠群众，以“厕所革命”助推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卫生厕所共计
23.49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7.26%。

“‘厕所革命’的背后，有着我市农业农
村、环保、建设、水利等各级部门的通力协作
和配合。我们一直把农民愿意不愿意、满意
不满意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尊重
农民的选择，严把产品质量关、施工质量关
和群众满意度，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改
厕，加强全过程监管，确保农民愿用、会用、
能用、长用，确保改一户、成一户、用一户、好
一户。力争到2035年建成以自然村为单位
的小型农村污水处理局域网，让农村家家户
户通上水厕；到 2049 年力争建成以乡镇为
单位的污水处理系统，农村污水处理实现无
害化。”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有“面子”更要有“里子”，做好改厕“后半
篇文章”至关重要！我市将持续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