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2023年，祁连县
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
地”，以“三个走在全州前列”为目标，坚定
不移抓主线、追高线、保底线、守红线，勠力
同心、苦干实干，在奋勇争先中展现了祁连

“形象”。
全面实现三个“破零”。首批碳酸锂销

往海外，进出口贸易实现“破零”。扁门高

速峨堡至盘坡段正式通车，高速公路实现
“破零”。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
标志着黑河骨干调蓄工程实现了“破零”。

全面实现三个“领先”。财政电子票据
在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祁连藏羊”作为
全省唯一入选品牌成功纳入2023年农业农
村部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金祁连
乳业、亿达畜产肉食品公司、梅龙掌专业合

作社成为首批“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
品牌授权单位。

全面实现四个“清零”。经营性自建房
安全隐患整治“清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警示片反映问题整改“清零”，乡村振兴国
家考核评估及省、州级督帮、评估、督查反
馈问题、县级自查问题整改“清零”，全县收
入1万元以下脱贫户全面“清零”。

祁连县全面实现三个祁连县全面实现三个““破零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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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2月24日，西海
体育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海北州2024年

“元宵节”文化展演活动火热上演。来自州
直和四县的20多支表演队汇聚一起，为全州
人民奉献了一场年味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

此次活动以“欢欢喜喜过大年——龙
腾四海展宏图、五彩海北万象新”为主题。
伴随着明快的节奏，配合着响亮的鼓点，来

自州直和四县的马术表演队、公安骑警射
箭队、骆驼队、白牦牛队、马球表演队、彩车
队、白嘎尔方阵队、非遗藏戏表演队等25个
方阵队800余人进行了展演。充满力量感
的舞龙舞狮，寓意吉祥的社火以及富有民
族特色的非遗展演，让大家领略了海北州
独特的文化魅力。

方阵展演结束后，由海晏县500余名各

族群众组成的社火队精彩亮相。铿锵悦耳
的铜镲、响彻云霄的锣鼓、活力四射的舞龙
舞狮、风趣诙谐的划旱船将活动气氛推向高
潮。虽然天气寒冷，但社火表演队员们个个
情绪高涨、精神抖擞，他们身着盛装，迈着整
齐的步伐，用激昂的鼓点奏响节日的欢歌。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既传承了
民俗文化，又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
愿。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此次展演活动不
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还为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活泼多样、五彩缤纷的民俗表演，不仅展
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表达出各族群众祈
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更以激
情澎湃、鼓舞人心的形式展现出新时代农
牧民的精神风貌。”西海镇居民贾杰汀说。

2023 年，海北州举办了一系列文化活
动，极大丰富了全州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为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擦亮名
片，聚集人气，注入了强劲动力。今年海北
州将进一步挖掘多姿多彩的民族民俗文
化，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更多海北特
色文旅品牌出新、出彩、出圈，全力绘就海
北特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海北州举办海北州举办20242024年元宵节文化展演活动年元宵节文化展演活动

清粼粼的湟水河，缓缓流淌。
湟水河，孕育了灿烂的河湟文化，见证

着青海的发展变化，养育了青海全境 60%
以上的人口，是青海人民的母亲河，这条承
载历史又见证发展的河流，激起的每一朵
浪花都闪现着时代的光彩。

近年来，海北州坚决扛起确保一河清
水向东流的政治责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
措推动湟水河海北段流域治理与修复和保
护工作，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海
北境内湟水河出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在Ⅱ
类及以上，实现清水东流的美好愿景。

多措并举，守护源头“母亲河”
祁连山下、青海湖畔，海北州生态地位

重要，境内冰川广布、雪山横亘。这里终年
积雪，流水作用明显。流量大于 0.5 秒/立
方米的河流达到61条，湟水河就是其中最
大的三条河流之一。且海北是湟水河最大
支流大通河的水源涵养地，每年向湟水流
域下游输送25.16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资源。

当地人常说海晏头上有“一碗水”，这
碗水便是湟水河，其在海晏境内主河源长
达近90公里。护好一河清水，保质保量输
送至西宁、海东，保护好源头活水是关键。

多年来，海晏县大规模进行水土流失
治理和保护，湟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森林覆盖率达11.72%，草原综合植被覆

盖度达72.66%，蓝天碧水、青山绿岸的美丽
形象跃然眼前。“通过种草、水质监测、全域
推行河湖长制等措施，水利、生态环境、林
草等部门各司其职，发挥各自领域内的特
长，做好源头生态环境的保护。”海北州水
利局副局长贺德财说。

精准施策，奏响护河变奏曲
湟水河源头山涧溪流，流经包呼图草

原，一路奔腾到达金银滩草原，当地人叫它
麻匹寺河。经年累月，麻匹寺河两岸冲刷
日益明显，河水不如以往清澈。为了确保
沿岸水生态环境，海北州实施了麻匹寺河
河岸缓冲带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包括绿
篱带灌木建设、下凹式绿地建设等。

“通过生态治理工程的实施，治理效果
非常好，河道干净风景好，夏天会吸引很多
人来这里休闲游玩。”金滩乡全域管护员付
明智笑着说。他家就住在湟水河岸，切身
感受到了湟水河变得越来越美。

湟水河流域生态保育区工程、生态缓
冲带工程、面源污染阻控缓冲带工程和居
民点生态隔离区工程的建设，有效加强区
域生态系统保护，提升环境承载力，增加生
态补水，稳步提升湟水河水源涵养能力。
在此基础上，海晏县通过投资1.975亿元实
施5项河道治理项目和7项小流域综合治
理工程，治理河道长度73.425公里，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89.6 平方公里，有效提高河道
行洪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提升河道周边生
态环境质量。

创新制度，激发护河新活力
2023 年 8 月，湟水流域市州际联防联

控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海北州举行，标志
着湟水流域保护联盟正式建立、湟水流域
水生态环境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

联合其他州发力的同时，海北州州级
湟水责任河湖长签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湟
水治理保护的决定》，对强化湟水治理保护
作出安排和部署，深入开展源头保护、控污
减排、岸线管控、环境治理等一系列专项行
动，有效提升湟水水环境质量。

海晏县金滩乡道阳村党支部书记、河
长祁永才告诉记者：“以前大家环保意识不
高，时不时把垃圾倒到河边，现在通过治
理，河边垃圾全清理了，村里装了垃圾箱，
环境好了，大家也自觉了。”家园越来越美，
祁永才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

心怀“国之大者”，海北州把湟水治理
保护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精心谋划和实施
了一系列有利于源头保护、水源涵养和生
态修复的工作，高质量推动湟水河流域生
态保护，让湟水河成为造福青海人的幸福
河。 （通讯员 州环保）

春雪纷纷
扬扬落下，覆
盖着大地，带
来了一片银装
素裹的世界。
在这片被雪覆
盖的土地上，
同宝山静静地
横卧着，山峰
彼此相连，共
同构成了壮丽
的山脉景观。

海 北 州
交通局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牛羊肉价格下跌，
饲草料价格上涨，对于草原面积本就有限的皇
城牧民来说，在保障草畜平衡的基础上，拓宽销
售渠道、打开市场大门是重中之重。”近年来，群
众纷纷反映，传统牧民不好当，只知道养羊是实
现不了畜牧业高效发展的。了解到老百姓担心
没销路的门源县皇城乡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认
真布局，从牛羊及畜产品的推广销售形式上找

“破题”之法。
“要走一条与传统畜牧业不一样的、顺应时

代发展的经营模式，不如把直播间搬进草原，让
每一个牧民都‘触网’。”乡长阿杏仁当即拍板，
全乡上下开始筹备农牧民电商培训，制定活动
方案、联系专业团队、征求群众意见……全体干
部都紧张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只为兑现让牧
民群众稳步增收的郑重承诺。

去年，皇城乡在乡党校组织举办了“农牧民
电子商务培训班”，全乡4个村种植养殖户、合
作社负责人及电商从业人员共计 20 余人参加
培训。在为期两天的电商技能培训中，授课老
师以快手、抖音等平台为例，重点结合皇城乡特
色产业发展的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图
文并茂、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围绕如何把握自
身账号数据、如何提升直播间关注率、如何通过
短视频及直播运营变现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从电子商务基础内容、电子商务运营技巧等方
面出发，为大家详细讲授了近年来电商的发展
趋势、电商运作、网络营销、线上小视频的制作、
农畜产品网销方式及手机直播带货等的具体流
程，并讲述实操技巧，让大家学会如何在网上交
易产品。

东滩村信誉牧业养殖场负责人沈涛说：“去
年我在快手上编发了一些牛羊肉的短视频，后
续有很多人来找我买牛羊肉。我没有系统学习
过电商的相关知识，希望今后乡上能多举办这
种切合我们牧民生产生活的实用技能培训，让
我们的畜牧业发展越来越好、牛羊出栏越来越
多、增收渠道越来越广、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放眼高原海滨藏城，
活力迸发，幸福和乐，一幅以“党建红+法治蓝”
绘就为民底色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和谐稳定的社会，是群众安居乐业的有力
保障。“我们村推行‘一核五队促振兴’工作法以
来，社会治理队的3名人民调解员，遇到事情让
我们先找他们调解，十有八九都会调解成功，大
家的矛盾少了，村里越来越和谐了。”家住吉尔
孟乡秀脑贡麻村的牧民扎西杰说。

近年来，按照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要求，
全县凝聚各基层党员队伍力量，科学整合生态
管护员、调解员、网格员、村警等资源力量，实现
资源整合、一网联动；推行重点工作任务动态管
理清单制度，建立“县领导包片、乡领导包村、村

‘两委’包网格员、党员包户”的四级包联责任
制，定区域、定人员、定任务、定职责，实行动态
化管理，补齐社会治理末端的第四级治理体系，
形成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人人有担子的齐
抓共管的网格化治理格局。持续深化“社区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健全完善“网格发现、
社区呼叫、分级响应、协同处置”闭环治理体系，
推动社区治理由“单打独斗”向“整体联动”转
变。

群众看平安，首先看治安。在部署平安建
设工作时，始终把“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是否满
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县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活动为
抓手，坚持党建引领，深化“五治融合”，组建 8
支党员服务队下沉联点社区，办理涉及生态、民
生等方面的实事好事 400 余件，开展各类服务
280余次，解决矛盾纠纷、疫情防控等120多个
难题，代办各类事项1500余件，一桩桩、一件件
为民生工程的推进，不仅夯实了平安之基，更积
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得民心、顺民意。群防群
治，最大限度凝聚了社会治理各方力量，画出了
社会治理的“同心圆”。

多措并举守护源头“母亲河”
数字化讲好“电商”故事

以民为本守护平安刚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