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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施翔）3 月 21 日，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王卫东主持召开书记议
事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上省委主要领导关于我市基层
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点评
意见，听取述职点评问题和自查问题整
改措施汇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全面践
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求，
把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作为一项严肃政治

任务，构建全链条闭环整改工作体系，以
高质量党建为走在前作表率提供坚强保
障。要坚持真认真改，从政治上看、从政
治上抓、从政治上改，主动认账领账，不讲
客观、不找借口，不走形式、不走过场，拿
出坚决态度、务实举措、过硬作风，推动真
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压实责
任，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敢于
斗争，坚持以问题看责任、查责任，各级党
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牢首责主责，强化
同题共答、同责共担，以清单化明责、制度

化督责、指标化评责倒逼责任落细落实。
要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始终，
以严的措施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
到位。要坚持以效为先，强化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看做了多少动作，
关键看问题整改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
力戒一般化、形式化落实。要坚持调研破
题，舍得时间、舍得精力、舍得投入，深化
运用“四下基层”工作法，善于通过调查研
究发现问题、破解难题，不断推动党建工
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3月21日，市政
府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主要领导
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听取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书记陈刚关于燃气安全的批
示要求，深刻汲取近期发生的燃气管道爆
燃有关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大排查
大整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
速开展燃气管道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清
单，制定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

拿出真措施、真办法，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盯紧薄弱环节、风险
隐患、突出问题，统筹组织开展有效的联
合执法检查，依法用好各项工作措施，压
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属
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以硬作风、硬责
任、硬措施确保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
好。要从严规范燃气市场经营管理秩
序，按照已开展的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要求，紧盯“气、瓶、灶、管、阀、管
网、环境”等突出问题，督促燃气经营企
业和餐饮行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全链条监管，加大各类餐饮用气、居
民用气安全检查频次，重点整治运行使
用环节重大隐患。要对全市所有燃气经
营企业、运输企业、使用单位开展拉网式

排查，聚焦液化气罐、管网、用气终端等
关键点位，及时发现各类影响燃气管网
安全的施工安全隐患和燃气管道设施隐
患情况问题，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清单
管理，坚决消除苗头隐患，切实提升燃气
管道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重点紧盯企业厂房、物流仓储、
酒店民宿、餐饮、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
采取重点抽查、集中检查等形式，全面开
展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危化品车辆、城
镇燃气、道路交通、地质灾害、城乡自建
房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一家一家

“过筛子”，一项一项“补漏洞”，确保把风
险隐患全部排查出来，把整改措施全面
落实到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3月21日，全市
安全生产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传达
学习省委主要领导关于燃气安全的批示
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委部署要求，听取有
关地区、部门工作情况汇报，逐一分析研
判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近期
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近期省内外安全生产事故
频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县区、各园区
和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
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关键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和改
进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增强安
全生产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层层扛牢安全责任，坚持标本
兼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加强“人防、技防、制度防、工程防、管
理防”等方面治本工作，从源头上提升安
全生产水平。要准确研判形势，坚持标本
兼治，全力以赴做好安全防范，突出抓好
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着力整治消防安

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市燃气等行业
领域安全隐患，坚决做到心中有数、心里
有底，切实把各类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消
除在萌芽状态。要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加强联合会商研判，采取有力
措施管控野外火源，积极推动群防群治模
式，筑牢人民群众防火防线。要加强组织
领导，严格落实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落实好应急处置、值班值守责任，
加大宣传教育、举报受理力度，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切实让安
全理念深入人心。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一旦操作使用
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
近几个月来，各地发生了多起相关事故，为我
们敲响了警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
以便更好地预防此类事故的发生？就此，记
者专访了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安全风
险管控部部长唐彬。

问：怎样检查家里的燃气是否漏气？
唐彬：检查燃气漏气的方法有很多，可以

记住“望闻问切”四字口诀。“望”：看一看燃气
表是否转动，在完全不用气的情况下，燃气表
的末位红框内数字是否走动，如果走动有可
能发生了燃气泄漏；“闻”：有没有刺激性异
味，如果厨房或者家里无缘无故有类似臭鸡
蛋的味道，可能是有燃气泄漏；“问”：要经常
询问提醒家人，每次出门多问“燃气阀关了
没”，互相提醒，使用时也不能离人；“切”：可

在软管上涂抹肥皂水检查是否漏气，在入户
阀门、管道接头、表接头等所有接口处进行检
查，如果看到有气泡产生并不断增加，表明该
部位发生了漏气。

问：哪些情况是导致家用燃气泄漏的主
要原因？

唐彬：燃气软管是连接燃气管道和燃气
用具的专用耐油股管，根据近年来的燃气事
故统计分析，因燃气软管老化或老鼠咬破而
造成的燃气泄漏事故占所有燃气事故的30%
以上。造成橡胶软管泄漏的原因主要有老化
龟裂，超过了安全使用期限导致燃气泄漏；长
时间使用燃气灶具，自然或人为使连接软管
的两端松动造成燃气泄漏；此外，燃气泄漏还
有其他操作不当导致，如点火失败，致使未燃
烧的燃气直接泄出；关火后，阀门未关严等。

问：只要燃气泄漏，就会发生爆炸吗？
唐彬：通常来说，燃气爆炸起火需要同时

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燃气泄漏。燃气泄漏主
要有连接处泄漏、燃气软管泄漏、阀门泄漏三
种情况。当然使用不当，也会造成泄漏，比如
汤水外溢浇灭燃气灶火焰时，燃气也有可能
泄漏。二是达到爆炸浓度。人工煤气、天然
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空气中的甲烷浓度不达
到 5%时一般不会引起爆炸，但当浓度超过
5%就可能引起爆炸。三是遇到引火源。当
燃气处于爆炸浓度范围内时，遇到触控开关
产生的小火花、静电产生的小火花、未熄灭的
烟头等，都有可能引发爆炸。

问：家用燃气管的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
些？

唐彬：家用的燃气管道一般有两种，分别
是用于主管道的镀锌管和用于连接灶器具的
不锈钢波纹软管，不锈钢波纹管可用6年至8
年，镀锌管在不拆解破坏的前提下可长期使
用。但无论使用年限如何，都要注意5个方

面的要点：不锈钢波纹软管长度不能超过 2
米；燃气管不能靠近炉面，以免被火焰烧烤；
管道不要穿越墙体和门窗；不要压、折胶管，
以免造成堵塞，影响供气；燃气管与燃气具、
管道的接口处，请用管卡扎紧，防止脱落漏
气。同时，日常使用天然气时要保持空气流
通，注意人走火熄，打不着火时，应当回归旋
钮至原位置并稍加停顿，使用燃气切勿无人
照看，特别是汤、粥、牛奶等食材，以免汤水淋
熄炉火。 （记者 张国静）

全市安全生产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市委召开书记议事专题会议
王卫东主持

西宁市民必看的燃气安全指南
——安全生产报道燃气篇之一

本报讯（特约记者 莫昌伟 郑思哲）3 月 21
日，教育部与省委省政府在西宁召开青海高等研
究院建设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
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
技创新机制，加快推动青海高等研究院建设，为
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吴晓军，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出席并
讲话，省委副书记刘奇凡出席。

陈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教育部和参与青海高
等研究院建设的高校、企业表示衷心感谢。强调，
建设青海高等研究院，既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青
海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更是破解
打造高地、建设“四地”科技制约的重要举措。要在
助力绿色发展上下功夫，立足高原资源能源，齐心
协力推动盐湖化工、新能源、绿色算力等产业高质
量发展。要在深化科研攻关上求实效，用好“项
目+企业+高校+人才”机制，重点破解产业发展面
临的“卡脖子”难题。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上做
文章，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优势，加速推动科研成
果转化应用，实现多方共赢。要在培养引进创新人
才上出实招，用好部省共建、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
作机制，打造特色优势学科，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青海将全力做好服务，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科研环境、创新环境，持续推进青海教育、科技、人
才、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吴晓军指出，要立足青海产业发展的阶段特
征和长远需求，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

“四地”，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聚力打造发
展新质生产力“助推器”。要健全“企业出题、政府
选题、高校解题、平台答题、市场阅卷”的政产学研
用融合机制，吸纳更多企业共建共用，集合省内外
高校资源力量，聚力打造协同攻关“主阵地”。要以
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牵引，尊重原始创新，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激励机制，聚力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快车道”。要完善“省内高校+企业+省外高校”
联合培养机制，牢固树立柔性引才理念，健全项目
化实践育才体系，聚力打造培养创新人才“蓄水
池”。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主动服务于高等研究院
建设大局，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经费投入，聚
力打好服务保障“组合拳”。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委常委、
秘书长朱向峰出席。副省长杨志文通报青海
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天津大学党委书
记杨贤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校长孙友宏，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常
务副校长刘汉龙，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
大学副校长朱为宏，以及清华大学、青海大学、
省教育厅、盐湖股份、西部矿业、海西州政府等
相关高校、部门、企业、地方政府负责同志分别
发言。

教育部有关司局同志，二十余家省外高校负
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
长，省委相关部门、省直相关厅局、海西州、西宁
开发区、有关高校职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青海高等研究院建设推进会召开
陈刚主持并讲话吴晓军孙尧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