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2 月 26 日上
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开幕。

大会听取了政协第十届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报告从突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巩固；围绕全县中
心协商议政，服务发展大局更加有
效；深化凝聚共识职能，充分发挥大
团结大联合优势；强化履职能力建
设，政协工作质效持续提升；加强政
协党的建设，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
坚强有力五个方面对2023年工作进行
了全面总结。

报告指出，2023年在中共大通县委
的坚强领导下，县政协常委会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
进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
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聚焦党政所
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充分发挥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认真履职尽责，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绩，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同时，报告从以党的全面领导为
主轴，不断夯实政协之基；以思想政
治引领为主线，不断凝聚政协之力；
以深化建言资政为主责，不断展现政
协之为；以坚持团结民主为主题，不
断发挥政协之能；以强化自身建设为
主导，不断厚植政协之本五个方面对
2024年工作作出部署。

报告指出，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
县政协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
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聚焦推进生
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紧紧
围绕省委十四届五次、市委十五届八
次、县委十六届七次全会部署，践行

“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
求，尽心谋事、尽力干事、尽责成
事，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做好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为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走在前作表率中体现大通担当
展现大通作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 晴空）2 月 26 日上
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湟
源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会议通
过了政协第十届湟源县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议程，县政协主席马田源代表政
协第十届湟源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
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23 年，在中共湟源
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县政协及其常委
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
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践行“干部
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求，
锚定“走在前、作表率”，紧紧围绕县

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工作部署、把准政
协之“政”、发挥政协之“能”、展现
政协之“为”，为助推湟源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新的贡献，充分彰显了人民政
协的时代价值。报告从坚持党的领
导，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中彰显
政协底色；坚持围绕中心，在服务高
质量发展中扛牢政协担当；坚持团结
民主，在汇聚团结奋斗正能量中发挥
政协优势；坚持固本强基，在推动履
职提质增效中树立政协形象四个方面
全面系统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报告指出，2024 年湟源县政协将
从四项重点工作建议。一是强化政治
引领，以更加严肃的政治规矩凝聚思

想共识。二是服务中心大局，以更加
扎实的履职效能助力湟源发展。三是
聚焦团结民主，以更加有效的工作方
式汇聚同心之力。四是坚持守正创
新，以更加严实的工作作风加强自身
建设。

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第十届湟源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县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以来，审
查立案的77件提案已全部办复，办复
率为100%。这些提案涉及面广、针对
性强，聚焦湟源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
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反映表达了全县
各界的愿望和呼声，为助推湟源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月25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接听群众来电诉求454件次，网民留言8
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8件），直接办
理245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209件。

热点问题：
1. 供暖问题 26 件，无集中反映地

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和供热公司核实处理。
2. 消费维权 21 件，无集中反映地

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 物业管理 17 件，无集中反映地
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
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大通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

湟源县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开幕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工作日报

本报讯（记者 悠然）2月26日，全
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政法工作
会议、全国司法厅 （局） 长会议、全
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3
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分析研判形
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23 年全市司法行政
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践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
己要严”要求，锚定“走在前作表
率”目标，扎实履行“一个统筹、四
大职能”，坚持政治统领、党建引领的
信念信心进一步增强，推动法治西
宁、平安西宁建设的成绩成效进一步
凸显，服务保障全市中心大局的观念

意识进一步提升，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实现了新发展。

会议要求，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
以更高站位主动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扎实推进“1234”攻坚行
动，推动法治成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
海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的核心竞争优
势和坚强保障。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到司法行政
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捍卫“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走
在前的意识想问题谋思路，以作表率
的行动干工作抓落实，带头走好锻造
全面过硬、充满活力的西宁铁军第一
方阵。同时，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进
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加强立法供
给，强化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
文件合法性审查，推进提升行政执法
质量三年行动，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精
准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优化营商
环境、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提供优质高
效的法律服务支撑。深入实施社会治
理综合服务中心提升工程，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着重在资源整
合、部门联动、源头治理上下功夫，
确保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意识形态领域
安全可控，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
走在前作表率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
障。

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芳旭）这是一条令人振奋的好
消息！2月26日，记者从省渔业局获悉，通过多年
封湖育鱼，青海湖裸鲤（俗称湟鱼）蕴藏量从2002
年的2592吨增加到如今的12.03万吨，青海湖裸
鲤从“濒危”物种降为“易危”物种，共生生态链趋
于平衡。

从“濒危”降级成“易危”

据了解，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将物种濒危等级划分为7个等级，由高到低分
别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
危，其中极危、濒危和易危物种又被统称为受威
胁物种。

青海湖裸鲤从“濒危”物种降级成“易危”物
种，这是大自然给青海人民最大的馈赠！

青海湖裸鲤是我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
海湖中唯一的大型野生经济鱼类，在青海湖“鱼
鸟共生”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独特、核心作用，对确
保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

青海湖低温缺氧、浮游生物匮乏，青海湖裸
鲤的生长十分缓慢，一般平均体重250克的青海
湖裸鲤需要生长近10年，一旦资源枯竭，恢复起
来十分不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利益驱使、
人为大量捕杀、河道萎缩、繁殖水域日益退化等
影响，青海湖裸鲤数量锐减，2002年青海湖裸鲤
资源蕴藏量仅为2592吨。

封湖育鱼是保护裸鲤的重要手段

“青海湖裸鲤数字剧增，离不开多年的封湖
育鱼。我省先后6次封湖育鱼的保护措施，打造
出了‘监控一预警—追踪—记录一联证一查处’
一整套综合信息监测系统。同时，我省还成立了
打击青海湖非法捕捞专案组，全力维护湟鱼种群
数量稳定及青海湖生态安全。去年，查获涉渔违
法案件 37 起，其中行政案件 15 起、刑事案件 22
起。”省渔业局负责人介绍道。

除了封湖育鱼，增殖放流也是裸鲤数量增长
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年代末，青海湖裸鲤资源
开发初期，鱼类资源原始蕴藏量为32万吨，数量
6.91 亿尾。2022 年探测青海湖裸鲤资源量为
11.41万吨，数量5.55亿尾，2004年—2023年增殖
放流1+龄鱼种2.1亿尾。从2021年开始，我省增
殖放流的活动已拓展到布哈河海西州天峻段、布
哈河下游布哈河鸟岛大桥段、黑马河、泉吉河以
及沙柳河等，青海湖生态体验区已逐步建立完
善。”省渔业局负责人表示。

如今，增殖放流成为当地的一种传统文化和
习俗，吸引全国各地的大量游客，带动整个地区
全民参与保护裸鲤、保护生态的积极性。青海湖
裸鲤资源在逐步恢复，封湖育鱼保护政策和开展
的增殖放流措施对维系青海湖“鱼鸟共生”生态
系统起到重要作用。

给“裸鲤宝宝”打造最温馨的“家”

为了给“裸鲤宝宝”打造一个安全温馨的
“家”，身为“湟鱼妈妈”的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推
广研究员祁洪芳一直奋战在一线，十几年如一
日，住帐篷、饮河水、风餐露宿，白天采样分析、晚
上挑灯夜战。她表示，青海湖地处海拔3100米以
上，湖水水温低，鱼类饵料生物种类少，裸鲤生长
速度缓慢，繁殖力较低。针对裸鲤自然繁育成活
率低等问题，我省成立了青海湖裸鲤救护中心，
设立增殖实验站，开展湟鱼资源救护、鱼苗孵化、
湟鱼资源监测和人工增殖放流等任务。

“从 2002 年起，我省设立 23 个点位，连续开
展增殖放流。其中，2023年放流青海湖裸鲤1龄
苗种2000原尾，人工增殖鱼成活率从2%提升至
80%，快速补充湟鱼群体数量、稳定了种群结构。”
祁洪芳说。

每年七八月份，是青海湖最美的季节，“半池
清水半池鱼”的美好场景，总是让祁洪芳非常兴
奋：“青海湖裸鲤资源保护工作是我最钟爱的事
业，裸鲤资源得到有效恢复是我最大的欣慰。”

如今，为了推进青海湖裸鲤资源稳步恢复，
我省建立了青海湖水生生物监测体系，定期对青
海湖入湖河流水质因子、浮游生物、湖区水域生
态环境、裸鲤资源蕴藏量开展监测，全面掌握青
海湖水域生态环境、水生生物资源变化，为今后
研究制定保护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目前青海湖
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湿地面积持续增加，水
体自净能力明显提高，青海湖裸鲤种群资源进入
恢复期，“以鱼净水、以鱼养水、以鱼抑藻、以鱼控
草”生命共同体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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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濒危降为易危物种

12.03万吨！青海湖裸鲤“降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