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市“烟火气”为就业服务“聚人气”

深入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深入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

10A
版面 / 木子 校对 / 晓峰

本版文字编辑 宁亚琴

近年来，玉树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扛牢“国之
大者”的政治担当上，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及无废城市建设等工作。同时，
持续推进各级各类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上展现玉
树新作为，奋力绘就绿色新画卷。

玉树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
队长桑珠表示，玉树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生
态地位特殊而重要。近年来，玉树州始终
把生态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坚定不移筑牢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经过不懈努力，玉树
跻身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和无废城市建设
区，玉树市成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三江
源生态文明建设攀上了新高度，“中华水
塔”更加坚固丰沛。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
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隆宝湖国际重要湿
地这些国际性的名片让全球目光汇聚青
海、聚焦玉树。

玉树州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政治责任
和历史使命，从州委州政府到基层一线，凝
聚起广泛共识，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
力量。玉树州紧扣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的各项建设指标，结合工作实际，补短
板、强弱项，宏观调整工作侧重点，确保各
项建设指标稳步提升，巩固和提升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成果。积极争取国家生态环
境保护和建设方面的政策与项目支持，以
示范区建设为重要抓手，为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青海贡献玉树力量。

在“十四五”时期，玉树州系统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通过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
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建设合力。结合区域
和行业特点，统筹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与固体废物“三化”原则平衡落实，有效解
决固体废物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促进废物
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转运体系建设，确保重点领域安全稳定。
从《玉树藏族自治州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创建规划（2022—2030 年）》的制
定，到“无废城市”建设方案的实施，再到黄
河流域“清废行动”的深入推进，玉树州始
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际，精准施策。通
过宏观调整工作侧重点，优化资源配置，确
保每一项措施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玉树还率先在全省颁布《玉树州生物
多样性保护办法》，对推动生物多样性高质
量保护的地方性办法给予指导和规范。制
定颁布了《玉树藏族自治州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管理条例》，目前正在制定出台《玉树
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草原保护条例》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扎实落实长江流域
十年禁捕，发布通告明确将永久性禁止三
江源头水域的外来鱼种放生活动。相关部
门紧密合作，形成了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制
定并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计划以及
监测、救护等体系。

在不懈努力下，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2023年玉树州城镇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以上优良天数为100%，是全省唯一
PM2.5 达标城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完成省
级下达的年度减排目标任务，年内未发生
重大及以上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同时境内
长江、澜沧江等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
水质均达到Ⅱ类以上标准，高原精灵藏羚
羊从过去的濒危物种已恢复增长到 7万余
只；高原旗舰物种雪豹从过去的几十只增
长到今天的1000只左右；高原之舟野牦牛
恢复到5000多头；国际重要湿地隆宝湖的
黑颈鹤从初期的22只增长到 220余只。

如今，全州境内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稳
定，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生态系统稳定性
明显增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得到
加强，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这些成绩
的取得，不仅为玉树州赢得了广泛赞誉，也
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有
益借鉴。 （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

本报讯（通讯员 曲麻莱县委宣传部）
七月的傍晚，曲麻莱县城下起了淅淅沥沥
的小雨，街上行人稀少，而黄河源大集市里
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夜市内流光溢彩、热
闹非凡……

走进夜市，不少摊位前都已经聚集了
许多食客。寿司、烤羊肉串、水果茶……种
类繁多的小吃映入眼帘。摊位上，老板们
用娴熟的技能烹饪着一道道美食，夏日烟
火，弥漫着整个夜市。

曲麻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海军介绍，该夜市自傍晚 6 点至深夜 12
点持续营业，不仅汇聚了61个特色摊位，更
巧妙地将促进就业与激活市场活力相结
合，为 32 名未就业大学生、17 户城镇零就
业家庭提供了宝贵的就业岗位，同时涵盖
了快递服务、残疾人创业专柜及丰富的娱

乐项目，展现了政府促进民生福祉的坚实
步伐。

“来来来，瞧一瞧、尝一尝，美味的烧
烤，让你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卖烧烤
的摊主田海成热情地吆喝着。田海成是一
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得益于夜市对未就
业大学生的扶持政策，他在这里找到了施
展才华的舞台，用辛勤与汗水换取了可观
的收入。“临近暑假，市场越来越热闹，我的
叫卖声大一些就能多招揽点客人，一晚上
下来四五百元的营业额不成问题。”田海成
信心满满地说。而在美食的海洋之外，民
族特色手工艺品、高原畜牧产品及创意文
化产品同样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一家充满
高原民族独特风情的手工艺品摊位格外引
人注目，摊主松牙是一名藏族传统手工编
织技艺的传承人，她感激地说：“政府给我

们搭建这么好的室内摊位，不仅刮风下雨
都能正常营业，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
接触并购买曲麻莱的传统手工编织产品。”

不仅如此，夜市内还穿插着精彩的文
艺演出，歌声、笑声、掌声交织在一起，为夏
夜增添了几分温馨与欢乐。居民李女士感
慨道：“晚上没啥事来这逛逛、吃吃小吃，感
觉可惬意了！”她觉得夜市的举办不仅满足
了大家的物质需求，还满足了大家的精神
需求，让大家的夜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黄河源大集
市，不仅是美食与文化的聚集地，更是就业
与梦想的孵化器。在这里，每一缕烟火气都
承载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每一声吆喝都
传递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夜幕之下，这
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
着曲麻莱县人民幸福生活的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称多县委宣传部）近
日，玉树州称多县各类重点工程项目正有
序推进，一幅幅热火朝天的施工图景跃然
眼前。

据悉，称多县 2024 年新续建项目 58
个，总投资8.99亿元，涉及民生、生态和产
业三个领域。其中在建的重大项目有：称
多县城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查拉西路、行政
路等市政道路提升工程；通天河支流细曲
河流域上游段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
和称多县集散中心建设项目等。

来到称多县称文镇查拉西路，工人们
细心地铺设着整齐的路缘石，一幅井然有
序的施工画卷正徐徐展开。为了全面优
化路网布局，提升道路通行品质，赋予其
更加美观的路容，施工队伍正全力以赴，
投入到道路提升与污水管网改造这一系
列县城建设的重大工程中。现场热火朝
天，随处可见机械轰鸣与工人劳作的身
影。

称多县查拉西路、行政路等道路提升

工程项目驻地监理孔令忠表示：“此次道路
提升工程总投资4080万元，包括七条总长
5414米的市政道路，旨在优化路网、改善行
车条件并美化路容。目前，七条市政道路
雨水管网工程已全面竣工，封路施工正有
序进行，施工队伍夜以继日地加速推进，力
争在9月底前高效完成所有工程。”为减少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项目方提前发布了封
路公告及绕行指南，并配备交通疏导人员
现场引导。

走进称多县教育园区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器械轰鸣，施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或吊运物料，或绑扎钢
筋，或砌筑墙体，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称多县第二民族寄宿制中学建设标段
四项目经理刑广得表示：“称多县第二民族
寄宿制中学建设项目标段四施工工程于
2023 年 6 月份开工，现已进入装饰装修施
工阶段。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施工要
求，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确保在7月底
按时交付。”

据了解，称多县教育园区建设项目包
括称多县第二民族寄宿制中学及称多县第
二幼儿园建设项目。其中，称多县第二民
族寄宿制中学规划总投资1.7亿元，学校占
地 101370 平方米，单体建筑有 13 栋楼，目
前已建设完成 4 栋，预计在今年年底全部
建设完成。幼儿园项目总投资1738万元，
建筑面积达4428平方米，目前已竣工，计划
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据称多县教育局项目办主任索昂昂布
表示，园区的建设全面完善了称多县基础
教育布局，也将极大满足“十四五”及今后
一段时期称多县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称多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安青表示：
“下一步，称多县将围绕‘两重’和超长期国
债相关政策，认真谋划项目，目前已储备称
多县水库建设、称文镇水源地净化水厂及
输水、黄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等工程，共计
134个项目，总投资192.91亿元。做大做强
项目规划盘子积极争取落地，为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委宣传部）头顶盘着
“英雄穗”，穿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腰和脖子
上缀着银子、绿松石、玛瑙等饰品的康巴汉子；
一匹匹编着马鬃、扎着马尾、身披华丽装饰、铃
铛的玉树马……近日，来自青海代表团的康巴
马术表演队成为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分赛场的“显眼包”。

“我们穿着最隆重的服饰，带着最精彩的
马术表演来到运动会，就是希望能将最震撼的
康巴马术展现给全国各族群众。”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马术协会会长吾昂介绍，此次他们
带来的康巴马术已入选玉树州非遗项目。其
中，“康巴荣久”和“乘马抛石头”属于经典表演
项目。参赛的年轻选手都是当地牧民，他们在
赛场上骑马驰骋，尽情展示来自青海草原的骑
手风采。此次参赛的马属于玉树当地马种，较
其他马种稍显矮小，有耐高海拔、耐力强、奔跑
频次高等优点。因为当地人非常爱护马匹，对
于马的装饰也非常大胆。马尾辫辫子，马鬃上
绑红丝带，马身上挂满银饰、珠宝、铃铛等装饰
品，让马跟运动员一样绚丽登场。“这些马来到
新疆没有出现不适应现象，昭苏大草原的美不
仅吸引着它们，也吸引着我们运动员想‘开小
差’四处看看。”吾昂说。

在表演现场，运动员们高喊着独特的口号
跑进赛场。该非遗州级传承人松吉介绍，“康
巴荣久”这个马术动作是藏区一项既精彩又危
险的民间传统马上表演项目，可谓马术绝技。
运动员需要在奔驰的骏马上，用脚尖紧勾马
蹬，上身后仰，手抓马尾，悬挂于马的侧面，骑
手头部几乎着地。动作完成后，运动员会迅速
起身，双臂打开长袖飞扬，从左向右沿马背大
幅度摆动呈弧形，整个人在飞奔的马上随风舒
展，犹如雄鹰振翅盘旋。惊险刺激的画面，令
现场所有人目不转睛，为选手捏一把汗。

玉树州：奋力绘就绿色新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玉树州公安）连日来，全州

公安机关尽锐出战、全线出击，全面掀起了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
统一行动凌厉攻势，切实筑牢夏夜“防护墙”，
当好平安“守夜人”。

行动期间，加大重点场所的全面清查，全
州公安机关深入KTV、酒吧、网吧、藏吧、洗浴
按摩、旅馆酒店、出租屋等场所开展“突击式”

“拉网式”“地毯式”清查，聚焦各场所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监控设施、消防设施运
行是否运行正常，安全管理制度是否严格落
实，是否依法依规经营等方面，全力排除风险
隐患，严格落实行业主体责任，持续强化重点
场所和区域的管控力度。全州共检查各类行
业场所 1047 家，巡查重点部位 163 个，排查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 157 处，现场整改 24 处，停业
整改1处，抓获违法犯罪人员3人，收缴追回赃
物涉案金额7万余元，查处酒驾18起，查处醉
驾1起，收缴管制刀具3把。

在行动中各部门、各警种以群众“看得见、
容易懂、记得住”的形式广泛开展防盗、防骗、
防毒、防矛盾纠纷、防治安灾害事故、反邪教、
防溺水、暑期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领
域宣防活动和警示教育，全面提升群众守法自
觉和自我保护意识。宣防活动中，全州共设置
宣防点80处，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播放宣
传视频10条，受教育群众2000余人。

称多县各类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马上大赛”康巴汉子玉树马吸睛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