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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悠然）6月4日，记者从西
宁市卫健委获悉，脊灰疫苗补种进入倒计
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 6 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开展有关人群第二剂次脊髓灰质炎
灭活疫苗补种工作的通知》，出生日期在
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之间，仅
接种过1剂次脊灰灭活疫苗的儿童，需补种
第二剂次脊灰灭活疫苗，以加强针对Ⅱ型脊
灰病毒的免疫保护效果。我市需要补种的
孩子请在6月30日前抓紧时间完成接种。

为什么要补种脊灰灭活疫苗？
原因一：全球Ⅱ型脊灰疫苗衍生病毒病

例数有所上升，近期，我国邻近国家相继报
告了新增脊灰野病毒感染病例，因此我国存
在很高的输入性风险，接种脊灰灭活疫苗是
最经济实惠的方法。

原因二：目前我市使用的脊灰疫苗
一种是口服型 （bOPV），这种疫苗只能
预防血清型是Ⅰ型和Ⅲ型的脊灰病毒；
另一种是注射型 （IPV） 的这种疫苗可预
防血清型是Ⅰ型、Ⅱ型、Ⅲ型的脊灰病
毒。

特别提醒：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病
毒，儿童一旦感染所致的麻痹是不可逆

的，将影响孩子的一生，及时补种脊灰
疫苗可保护儿童不受脊灰病毒感染的威
胁。

怎么进行补种呢？
家长们可以翻看下孩子的预防接种本，

先搞清楚以前接种过几次脊灰疫苗、是
（bOPV）还是（IPV）。需要补种的人员可以
到所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补种。
五联疫苗已经包含了IPV成分，全程接种过
五联疫苗的孩子，不需要再补种任何脊灰疫
苗。本次补种都是免费的，不收取疫苗和接
种费用。

本报讯（记者 悠然）6月2日，记者从西
宁海关获悉，每年5月底，是青海高原冷凉蔬
菜上市的时节。连日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
县台子乡下台二村、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
关镇铁家庄村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
忙的丰收景象，首茬出口蔬菜正在采收。

为支持高原冷凉蔬菜提档升级、扩大出
口，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服
务青海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西宁海关根
据产品特点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服务模式，持
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综合推出一揽子、组
合式“政策服务工具包”。依托关地企联络
员机制和属地查验平台，采取智慧监管、远
程指导、现场调研等方式，帮助企业对标国
际先进种植技术，解决产品溯源体系不健全
等问题，畅通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
道”，实施全天候预约查验，“一对一”指导企
业使用检疫证书“云签发”新模式，平均每批
蔬菜海关放行时间50分钟，助力高原冷凉
蔬菜产业发展壮大、扬帆海外。

“我们有 2000 多亩供港澳蔬菜种植基
地，按照香港客户的需求以及种植标准，我
们种植了包括豆苗、迟菜在内的十几个品种
的蔬菜。前两年我们就有把蔬菜卖到港澳
去的想法，可是不知道怎么办理出口手续。
今年5月，西宁海关的工作人员直接上门服
务，面对面手把手地教我们办理备案手续、
准备材料，前后只用了3天时间我们就办好
了所有海关手续。”大通森田现代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飞介绍道。

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4月，青海
省出口农产品1.4亿元，同比增长2倍，出口
蔬菜460吨，经海关备案的出口蔬菜基地已
达2.8万亩，新增出口蔬菜备案基地4家、出
口蔬菜企业1家。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年来，为适
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优化产业区域布
局，大通县通过打造标准化“菜园子”，推
动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眼下，大通县黄家寨镇的清水葱业种
植营销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里一派繁忙
景象，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悉
心指导合作社人员种植黄心芹。黄心芹
是该基地今年刚引进的新品种，纤维少、
商品性好、生长速度快、耐热性强，40 多
天就可以采收上市，订单将销往上海。

“今年，我们多方考察，与上海一家公
司达成订单农业，引进种植了黄心芹为主
的四个蔬菜品种，准备种植 700 亩左右，
目前黄心芹市场价一斤4元到5元，希望
今年有个好收成。”大通县清水葱业种植
营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阿怀庭说。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郭

国寿向记者介绍，黄心芹在该县引进种
植，目前是全省首家。以订单农业的方式
发展高原冷凉蔬菜，通过引导大通清水种
植专业合作社和上海公司进行合作，进行
订单销售、订单生产，这样不仅有利于减
轻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还能提高合作社
的经济效益。

据了解，近年来，大通县积极引进
并推广商品性好、抗病性强的黄心芹、
龙牙白菜、茼蒿、豆苗等优良品种，努力
打造标准化“菜园子”。通过建基地、树
样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县蔬菜规模稳
步扩大、效益明显提升、品质不断提高，
初步形成了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格局，
截至目前，已打造 6 个标准化单品蔬菜
基地，面积达 5000 多亩，力争成为全省
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进一步改善占道
经营、违规摆摊等问题，提升辖区公共环境
卫生秩序，日前，城东区城管局将文明城市
建设与为民办实事相结合，积极践行“721”
工作法，在“先堵后疏、疏堵结合”的基础上，
全力开展流动摊贩集中经营规范工作。

城东区城管局深入探索城市管理工
作新模式，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及流动商贩
诉求，主动作为、科学谋划、合理布局，以

“不影响市容环境、不影响消防安全、不影
响道路交通、不影响群众生活和出行”为
前提，充分发挥可用空间价值，在新千国
际广场7号楼、8号楼位置设置临时经营
区域，设摊位30余个，让城市管理工作真
正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治而有序。

在持续对辖区各路段流动摊贩进行
日常整治的过程中，通过耐心宣讲、详细

介绍、悉心引导等方式，积极动员商贩前
往指定区域经营。为促使商贩依法依规
文明经营，每日开展徒步巡查工作，检查
用火用电安全，督促、协助规范摊位摆放，
对于存在的问题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
有效减少了超范围经营、不守序经营等现
象的发生。

结合“网格化”工作模式，坚持做好日
常管控，并不断强化对临时经营区域及其
余重点区域的监管、整治力度。自工作开
展以来，共清理占道经营291起，清理、引
导流动摊贩399起，切实降低了辖区小商
小贩随意设摊乱象，营造出井井有条、安
定祥和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中高考临近，为维
护考试期间市场价格秩序，保障考生、家长
合法权益，连日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中高考期间价格监督检查工作，为高考
保“价”护航。

工作人员走进考点周边文具店、便利
店、图书店，重点检查铅笔、饮料、作图工具
等商品价格，要求经营者要在醒目位置公示
商品价格，做好明码标价，不得借机大幅度
提高商品价格。随后，工作人员对考点周边
住宿等服务行业进行检查，要求严格履行价
格承诺，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不完全
履行价格承诺，不得借中高考之机大幅度提
高服务收费，哄抬价格，不得收取任何未予
标明的费用。检查期间，工作人员向商户现
场讲解并发放《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提醒经营主体不得有利用虚假或者使人
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
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下一步，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充分
利用“12345”“12315”热线平台，了解广大考
生和家长在考试期间遇到的价格方面问题，
及时核查，从严从重从快办理举报案件，全
力维护好中高考期间价格市场秩序，持续营
造良好价格消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小蕊）为进一步强化民生
领域计量监管工作，6月3日，省市场监管局
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四个检查组，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对西宁市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
点商品开展“鬼秤”等计量违法行为突击检
查。共检查 830 余家经营户，发现未检定电
子秤108台、电子天平13台，没收下架问题秤
95台，立案查处6起，停业整顿2家，有力震撼
了计量违法行为。

检查组在城西区交通巷批发市场和四季
鲜海鲜批发市场检查时发现“鬼秤”和“三无
秤”各1台，即交由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
处，涉事商铺停业整顿。此外，还发现市场部
分电子秤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部分商户称
重时不去皮、带袋（盒）称重等情况，已当场要
求更换电子秤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同
时，约谈市场主办方，督促其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和全面整改存在的问题。在突击检查7家
大型餐饮企业时，发现存在电子秤未按照规
定申请检定等问题，当场要求更换电子秤。
在个别网红店（街），发现存在未检定秤、市斤
秤及无铭牌秤等情况，对18台市斤秤全部没
收处理，立案查处3起。

针对城东区汇鑫市场电子秤存在未检或
检定时间过期等问题，对市场开办方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在城北区青藏高原农副产
品集散中心检查时发现10余台弹簧秤，已全
部责令下架，对其他存在未检定、无铭牌的电
子秤现场责令停止使用，并对市场开办方进
行约谈。

此外，突击检查城中区水井巷市场黄金
加工回收店铺13家，给辖区商户普及计量器
具购买、检定等知识，并主动对接省计量院或
第三方检定机构，组织商户集中开展检定。
检查组还在城东区某店发现2台虫草克秤属
于三无产品，当场没收并立案处罚。

重要提醒！脊灰疫苗补种进入倒计时

当好高原地区
企业出海“引路人”

城北区加强市场监管
为高考保“价”护航

6月2日，来自青海的花儿歌手谢先伍演唱花儿《白牡丹令》。
当日，2024中国花儿大会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松鸣岩景区开

幕。来自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天水、定西、临夏等地7个代表队的50名花儿
歌手参加花儿展演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智敏 摄

2024中国花儿大会举行

标准化“菜园子”
助推高原冷凉蔬菜高质量发展

文明健康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绿色环保

城东区流动摊位集中整治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布基层公共阅读服
务推广项目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204个图
书馆进入名单，青海省5家图书馆入选，其中
大通县图书馆榜上有名。

长期以来，大通县图书馆始终本着一切
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推进全民阅读
主阵地作用，加强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深化全
民阅读推广，用优秀的馆藏资源服务社会和
读者，面向各类人群策划文化服务品牌，全力
推进全民阅读活动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寺院、进敬老院。
依托“一卡通”服务体系，构建和深化以大通
县图书馆为总馆，7个乡镇、2个企业、4个学
校为分馆，43家流动图书室为服务点，实现了
一卡通用、城乡一体、资源共享、通借通还的

“总分馆制”服务模式。同时，在推动全民阅
读服务多元化、内容特色化、活动品牌化、资
源共享化、推广社会化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
索，打造了“诵读中华经典 共建书香大通”
4·23世界读书日经典诵读、“书香飘万家 亲
子共成长”亲子共读、“书香大通 快乐诵读”
暑假经典诵读、“寻书院历史·扬三川文化 ”
系列活动、“公共文化进军营·经典诵读润人
心”等品牌，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创新打造“幸
福送上门”送书进学校、“有爱无碍·书香助
残”送书上门品牌，为特殊群体提供“身边专
属”的阅读服务，解决他们借书难、看书难的
问题，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形
成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今后，大通县图书馆将不断创新活动形
式，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服务举措，打造阅读
活动品牌，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更好的阅读
文化服务，为书香大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