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

版面 / 官雯 校对 / 潇潇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3A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
全面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宣传氛围，推动以“人人讲安全 个个
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有
序开展，我市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期间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
传、畅通生命通道宣传和应急演练等，各部门也根据行业领域
特点，多角度挖掘，丰富活动载体组织主题活动，掀起安全生
产宣传热潮。活动时间为6月1日至30日。

据了解，此次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将围
绕活动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
示，强化专题学习，开展警示教育，特别是结合省内外发生的
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以“安全生产大讲堂”“安
全生产大家谈”等多种形式进行警示教育，推动树牢安全发展
理念。强化专题宣传，在“报、网、端、微、屏”全媒体平台开展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专题宣传。积极开展畅通生命通道宣
传和应急演练，聚焦畅通生命通道知识科普，针对不同行业和
受众需求开展宣传，切实提高公众不占用、不堵塞生命通道的
安全意识。开展应急逃生演练，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模拟火灾、
地震逃生、防汛避险等应急疏散演练，通过以演代练的方式，
提高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能力。在全市九小场所推广应
用“应急救援一张图”，健全行业主体应急响应机制，强化政企
联控联防的工作措施。继续加大问题隐患举报工作力度，推
进安全宣传“六进”工作，聚焦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隐患排
查整治和宣教培训，组建更加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

此外，为全面做好安全生产月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加大宣传，坚持问题导向，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重点
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推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促进本职
安全水平全面提升，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6月4日，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悉，为深化区域经贸交流合作，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青海省人民政府定于7月11日至15日
在青海西宁举办第25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称“青洽会”）。

青洽会是我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届青洽会以“开放合作 绿色发展”
为主题，计划组织开展重点活动6项、专项活动2项、配套活动3
项，共11项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青洽会首次设立主宾
国，通过加强青海与主宾国在旅游、能源、生态、人文、经贸、重大
项目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双方在重点领域的合作潜力，通过
分享经验、探讨合作模式，推动互利共赢。同时，本届青洽会全
面落实招商引资“六大行动”，以产业“四地”建设为牵引，以新
型工业化为核心，凝聚工作合力，聚焦重点领域，多措并举促进
重大项目落地实现新突破。

记者还了解到，大会展览展示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设在
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由A、B、C馆和室外展区组成，其中，A馆
包括产业“四地”展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绿色算力展区；B
馆包括主宾国展区、主宾市展区、外省区市展区、企业展区；C
馆包括河湟谷地展区、环青海湖展区、柴达木盆地展区、三江
源展区、直播“嗨购”区、商品贸易区。

第25届青洽会将于7月11日至15日举办

多年来，青海省西宁市克服高
寒贫旱等不利条件，不断推进城市
绿化工程。截至2022年末，西宁市
建成区绿地面积达4349公顷、绿化
覆盖率增长至 40.39%，城区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绿地空间布局日趋均
衡，实现了从缺林少绿到高原“绿
谷”的美丽蝶变。

一场雨过后，湟水河两岸绿意
更浓。公园里、南北山、路两旁，
游人如织，享受着青海西宁这座高
原城市的满眼青绿。

作为西北地区首个荣获“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双重荣
誉的省会城市，西宁以绿化为民、
绿化惠民为目标，克服高寒贫旱等
不利条件，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程。

绿“上”山
几代人接力南北山绿化

“砰、砰、砰……”铁锨拍打着
黄土，一个身着迷彩服、顶着黄草
帽的身影忙碌在树林中。作为西宁
杨沟湾东山绿化区的护林队队长，
53岁的李玉斌跟这片林子打了一辈
子交道，熟悉每棵树的“脾气”，

“全市南北山绿化的第一批项目就在
杨沟湾，从30多年前到现在，人跟
山要绿、树跟山要活路，眼前的景
象，不容易！”

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
渡地带，干旱少雨、高寒冷凉是西
宁气候的鲜明标签，绿色一度是西
宁人眼里的“奢侈品”。“一起风，沙
尘像汤水一样漫过城区，严重时，连
眼睛都睁不开；一下雨，泥水从山沟
沟里顺势而下。”回忆起当年的情
形，李玉斌直摇头。

为了改善南北山生态环境，青
海省委、省政府依托三北防护林工
程建设，整合各方力量，推行责任
分区，着力打造被誉为西宁“造肺
工程、润肺工程”的南北山绿化工
程。

“几十万亩的山野，没有一个山
泉水源，栽树，谈何容易！我们从山
下担水浇树，睡觉的时候，就地挖个
地窝子、铺块塑料布……”当年的不
易如今已化作谈笑时的风轻云淡，李
玉斌说，“如今，水管直接通到山顶
上，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穴灌的精准控
制，树种也从单一的杨树、榆树、油
松等，增加到现在的山桃、山杏、圆
柏等几十个品种，块状与带状相结
合，绿化加美化的布局也让南北山的
颜值更高了。”

南北山绿化总共四期工程和大
南山生态绿色屏障工程接续实施，

几代人赓续奋斗染绿荒山。如今，
西宁南北山工程绿化总面积达到
51.6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30 多年前
的 7.2%大幅提高到 79%、森林蓄积
量由1.8万立方米显著提升至15.5万
立方米。

当年的壮小伙也变成了尕老
汉，但不改的，是身上那股倔劲。

“人在绿化大山，大山也在回应着人
啊！”登上一处高地，高耸翠绿的青
山近在眼前，摸着去年刚种的云
杉，李玉斌古铜色的脸上难掩自豪，

“这背后，可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
你看脚下土地，腐殖层越来越厚，土
壤的肥力和保墒能力都在改善，还有
成千上万个保水保土的水平阶和鱼鳞
坑紧密相连，水不下坡、泥不下沟，
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正在形成！”

花“缀”城
一个丁香研究团队的攻关

每年初夏，西宁就成了丁香的
世界。

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花朵芳
香馥郁，香气氤氲在西宁的大街小
巷，西宁人毫不掩饰对丁香的偏
爱，并将它确定为西宁的市花。

对于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
长张锦梅和她的同事们来说，丁
香，更是一份事业。

“受制于高原气候，西宁城一过
5月，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开花的乔灌
木，以前每次去南方出差，看到街头
巷尾的点点繁花，发自内心地喜爱和
羡慕，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们西宁也
能满城繁花啊！”干了几十年林业育
种的张锦梅在心里憋了一股劲。

考察来研究去，张锦梅和同事
把目光投向了丁香。

“虽然丁香在西宁的种植历史很
悠久，但过去西宁大街上栽植的丁
香品种杂乱、退化趋势加快，尤其
是外来树种没有通过验证就被盲目
引进，不仅景观效果不好、成活率
低，还造成资源浪费。”2013 年开
始，张锦梅和同事们走遍青海、甘
肃等地的悬崖峭壁，寻找生存环境
受威胁的丁香，开展繁育试验研
究，争取合理利用种质，达到有效
保护。

“以羽叶丁香为例，虽然花型和
叶片都很美丽，但不适应西宁环
境，自繁率很低，当时是濒危物
种，而且羽叶丁香木质化程度高、
扦插成活率低。”张锦梅说。经过团
队四处跋涉寻找、采集标本和繁殖
材料，以暴马丁香和北京丁香作为
砧木进行嫁接，同时用组织培养的

方式培育组培苗，历经 10
年，羽叶丁香目前已经基本
上实现了规模繁殖及推广示
范，为西宁的街头增添了一
抹别样的色彩。

“ 丁 香 不 仅 美 丽 芳 香 ，
更打动人的是它的坚韧与顽
强，耐寒耐旱，朴素淡雅，
与高原人的性格很像。”张
锦梅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
锦梅和团队的努力下，什锦
丁 香 、 四 川 丁 香 、 羽 叶 丁
香、辽东丁香、花叶丁香等
纷纷在西宁“落户”；西宁也
建成了全国首个丁香国家林
木种质资源库，丁香的品种
从原先的 18 种增加到 88 种，
种质增加到103份，实现可繁
育69种。

城“增”绿
大小绿地散布城市各处

从空中俯瞰，湟水河穿城而过，
绿绸带般的两岸山野碧绿通透，高楼
耸立的城区间，一块块或大或小的绿
地如翡翠般星罗棋布于西宁城中。

近年来，西宁市加速城区增绿增
景，不断优化城市公园绿地布局，构筑
公园游园、街头口袋公园、景观道路和三
河绿色水岸等生态廊道网络，着力扩增城
市绿地空间，提升城市生态绿化品质，截
至2022年末，西宁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提升到40.39%、绿地率达40.13%，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3.08平方米。

“别看这小小的200多平方米，健
身设施、市政设施一应俱全。”城中区
七一路小游园里，阳光正好，为市民
贾海军和朋友们提供了好去处，“这
里离家很近，几步路就到，我们老年
人健身聊天，孩子们荡秋千、踢踢球，
游园虽小，作用很大！”

街头小绿地，连着大民生。西宁
大力开展公园游园、广场及道路绿化
建设和景观提升改造，着力打造精品
绿地景观……截至2023年末，西宁共
有公园40个，众多街旁绿地散布城市
各处，开窗望绿、出门见绿的生活已
经成为老百姓最平凡的幸福。

“在后营街、新民街等老城区，普
遍存在人员密集但绿化基础相对薄
弱的问题，我们见缝插绿、见空置绿，
通过增加苗木品种、丰富配置模式、
完善园林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
充分利用夹角小绿地，让城市的‘口
袋公园’随处可见。”西宁市林业和草
原局城市绿化管理科科长陈丽霞介
绍，“同时，我们结合新区建设、旧城
改造，以新建增绿、提升扩绿、拆违建
绿、添色增彩为切入点，打破以往单
一的栽植模式，通过丰富园林植物品
种、改变植物配置模式，营造出立体
空间丰富、绿化层次错落有致的园林
景观效果。”

从缺绿少绿，到植绿扩绿，再到
爱绿兴绿，西宁的绿色成果，惠及市
民身边，西宁的绿色蝶变，更离不开
每位市民的参与。西宁市推动义务
植树线上和线下有机结合，鼓励青少
年、企业职工、机关干部等通过不同
形式，将义务植树的尽责形式拓展到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认种
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等，网络植
树实体化、实体植树基地化、公民尽
责方式多样化的目标也在这片土地
上逐渐清晰。

绿色的植被、美丽的景观，正和
这座充满朝气的西北城市一起生长。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建设美丽西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今年以来，市委作风巡查第十组紧盯生活垃圾去向，现场巡查
西宁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通过巡查发现，市城管局党组能
够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千
方百计、穷尽一切手段，做到全域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推
动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据悉，在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吨生活垃圾能产
出450千瓦时绿电，产生200千克炉渣。炉渣经提炼出不同的
金属后，剩余尾砂可制成环保砖用于市政建设。最后仅剩下
20千克至25千克飞灰，被送至飞灰专用填埋场填埋处理，资源
化利用率达97.5%至98%。截至目前，西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已累计处理垃圾54.27万吨，发电量达2.82亿千瓦时，上
网绿电 2.51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 103.9 万吨，实现碳减排
28.07万吨，可满足10.44万户家庭一年的基本生活用电。真正
实现生活垃圾全处理、能利用、变成宝。

市委作风巡查第十组与市城管局座谈交流后得知，市城
管局按照省市工作部署，西宁市全力构建以“焚烧发电为主、
应急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在全省率先建成
投入运行 3000 吨/日处理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22年11月至今，陆续完成了我市主城区四区、三园区、湟源
县、大通县的生活垃圾运输至焚烧发电厂处理；2024年4月底
湟中区生活垃圾全部转入焚烧处理，至此西宁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工作迈入“新纪元”，标志着全市实现全域原生生活
垃圾“零填埋、全焚烧”，在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建设新时代生
态文明典范城市再添新彩。

生活垃圾变废为宝为城市增光彩

西宁市持续推进城市绿化工程

高原“绿谷”青绿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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