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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风干物燥、天气寒冷，用火、用
电、用气、用油普遍增多，火灾荷载大幅
增加，我们该如何做好冬季火灾防控工
作，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呢？

电气安全要牢记。生活中要正确
使用电气设备，不私拉乱接电线和插
座，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维护家用
电器线路和设备，及时更换老旧线路、
故障设备；使用电暖器时请注意安全
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周围可燃物，出门
时请不要忘记关闭电源、火源、气源。

燃气管道定期查。定期对燃气管
道和阀门进行检查，不得用明火查漏；
如有松动、老化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更
换维修；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
闭气源阀门，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
打电话、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生命通道”要畅通。严禁占用、
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时刻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要保持防火门完
整好用，有损坏及时进行维修；民用建
筑内严禁堆放汽油、酒精、油漆、烟花
爆竹等易燃可燃物品。

电动车辆慎管理。选用质量合格
电动自行车、不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建筑门厅、疏散楼
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等地停放和充
电，严禁“飞线充电”，充电时应远离可
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将电动车停
放在集中停放点。

老人儿童要关心。多向家中老人
及儿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及疏散逃生
技能；教育儿童不玩火、家中打火机和
火柴一类物品应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
方；尽量不要让儿童和行动不便的老
人单独在家。

消防器材常配备。公共场所常配
备消防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完
好有效；家中建议配置一定数量的灭火
器及逃生用具，如：逃生面罩、应急灯（手
电）、逃生绳等，并熟练掌握其使用方法，
以便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扑灭且逃生。

报警电话要牢记。发现火灾后要
及时拨打 119 报警，成人可在确保人
身安全的情况下参与初起火灾扑救，
不能灭火时，迅速离开现场，离开后不
要再返回火灾现场。 （记者 悠然）

“这个青稞米怎么吃？”“这个醋闻着好
香，是用什么发酵的？”日前，在南京秦淮区老
门东历史文化街区举办的“河湟好物·食礼秦
淮”——湟源·湟中农文旅产品展销会上，来
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陈醋等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深受南京市民的青睐。

从青藏高原到秦淮河畔，从西部到东部，
搭乘着东西部协作的快车，青海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走出了湟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
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推动湟源县向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点示范县”迈进，以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建园区、立项目、强产业、做品牌……如今，
湟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内一个个企业蓬勃
发展，一个个产业不断壮大，不仅为群众提供了
就业机会，也推动了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里，青稞、陈醋、牛羊肉等农产品经
过精深加工后，以更加精美的姿态走向市场，
不仅为广大省外消费者提供了高原“美味”，
更扩大了湟源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知名
度，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与希望。

跨越山海，携手共进，东西部协作“链”起
了湟源产业发展新图景。

“大华镇建起了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
园区内道路平坦、环境优美、现代化的厂

房设计整齐划一……在湟源县大华镇的乡村
振兴产业孵化园里，随处可见产业蓬勃发展
的动人景致。

记者走进园内的青海沣盈醋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看到，流水线上的产品包装精美，工人们
忙碌而有序，一箱箱成品被迅速打包发往青海
和甘肃等地的超市中，满足着市场的旺盛需求。

在青海乔穆杰玛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
车间，记者看到，在现代化牛羊肉精深加工生
产线上，各种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整齐着装
的技术工人手法熟练，正把屠宰后的牛羊按
照不同部位进行精细化分割、打包装箱……

“听说大华镇要建产业孵化园，我马上和大
华工业园区管委会联系，在2023年11月，我们
企业搬到了湟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中。”青
海沣盈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祁桂娟介绍说，“新
厂区面积大，可投入设备数量多，缓解了过去企
业产值不高的困境，并且在东西部协作的帮扶
下，我们还增加了酸菜生产线，产品更多元了。”

近年来，湟源县围绕产业“四地”建设重大
战略，省、市锚定湟源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
加工示范县的定位要求，按照总体设计、分布实
施原则谋划实施湟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建
设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为1.87公顷，总建筑
面积2.1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主要建设6栋
标准化厂房、1栋综合试验展示楼，总投资额
7526万元，其中中央及省市级财政衔接资金
5706万元、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1820万元。

“孵化园通过优惠政策积极引进了青海
乔穆杰玛实业有限公司、青海高谷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青海博业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沣盈醋业有限公司、青海阿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进行牛羊肉分割、高原杂粮系
列产品、陈醋等系列产品加工。”湟源县大华
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相炯介
绍说，“目前5家企业已投入运行，另外1家正
在入驻洽谈中。孵化园企业全面投入运营后
预计可产生收益 216 万元，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5000万元，年产值预计达2.3亿元。”

“将青海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精选、苞米、磨米、磨粉……在青海高谷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流水生
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熟练地进行各项加
工工序，并将成品装袋密封，这些种类丰富的
青稞产品，即将按照订单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青稞产自青藏高原，营养价值高，目前
已经广泛应用到食品、化妆品、饲料等行业，
青稞精深加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青海高谷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桂萍表示，正是
瞄准了青稞精深加工产品的价值与市场潜
力，并依托多年代加工的经验，她决定入驻湟
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将青海的青稞产
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我们去年11月入驻乡村振兴产业孵化
园中，投入 4 条新生产线，采用‘合作社+公
司+电商宣传+政府助推’的经营模式，从今
年 4 月份试产到 10 月底共加工销售农产品
1200吨，产值达900万元。”马桂萍介绍道。

“东西部协作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
好处，我们不仅获得了项目资金支持和物流费

用补贴，还拓宽了销售渠道。不少南京市民已
经成了青海青稞产品的粉丝，一买就是十几包
呢！”说起东西部协作，马桂萍赞不绝口。

“在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项目中，我们践
行了‘飞地’经济理念，让湟源县的干部深刻理
解了‘宜县则县，宜乡则乡，宜村则村’的乡村
产业发展策略。更重要的是，通过‘三权’制度
的改革，不仅减轻了村级招商的难度，还实现
了工业园区产业发展的有效补缺。”南京市挂
职干部、湟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翟龙说道。

“湟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就是采取
的由政府规划和投资建设园区基础设施，国
有企业持资产并作为运营主体，根据本地的
产业优势及资源，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
创业者入驻的模式。这样既解决了村集体管
护和运营难题，又保证了资产的安全和稳定
收益。”李相炯说道。

从更新理念到技术攻关再到拓宽销路，
从资金支持到物流补贴再到优化服务……乘
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园区内的企业正在蓬
勃生长，通过“东部理念＋西部资源”模式，跑
出了东西部产业协作“加速度”。
“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赚钱顾家两不误’”

稳就业、助增收、促发展，园区内的企业
发展壮大，也实现了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的美好愿景。

“我家在大华镇拉卓奈村，我一个月工资有

3000元，在这上班比出门打工好，上班有工资，
下班还能照顾家，我挺开心的！”青海沣盈醋业
有限公司的工人李雪琳边打包瓶装醋边说道。

“我们共有 21 名员工，都是大华镇周边
的村民。”祁桂娟说，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扩
大生产后还会产生用工需求。

“我们企业现在有40名员工，其中25名
来自周边村镇。投入运营以来，每年将带动
大华镇 9 个村集体按固定资产投资收益分
红，年度分红总额达27万元。”青海乔穆杰玛
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总监郭恒说，“为了提
升员工的就业技能和岗位技能，我们每半个
月还会组织一次技术培训。”

“园区推行资产收益带动、务工就业带
动、技术培训带动、产业融合带动四种联农带
农模式，并利用‘种养殖+收购+企业+市场’
的‘一条龙’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周边群众就
业100余人，人均月增收达3000元。”李相炯
说道。

一条条生产线流畅运行、一条条特色产
业链不断延长、一个个品牌走出高原……湟
源县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园让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绘就了一幅“山海情深跨千里，携手并肩共振

兴”的温情画面。
记者手记：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湟源县乡村

振兴产业孵化园内，一家家企业正在不断扎
根成长、发展壮大，不仅助推了产业发展，更
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如今，一个又一个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
出高原，走向东部，从青海人喜爱的“家乡味
道”，变成省外消费者青睐的“高原味道”，这
些产品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餐桌，更扩大了
绿色有机品牌的知名度，为乡村振兴“增色添
味”。

东至西、山与海，“宁宁”一家人、一条心、
一起干！从理念更新到资金投入，从技术指
导到渠道拓宽，每一项举措都为企业的蓬勃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这里，我见到了企业生产的繁忙场景，
也见到了企业对产品品质的坚守。在与企业
负责人的交谈中，我能体会到他们对打造、擦
亮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的坚定信念，
更感受到了宁宁协作背后那份跨越山海、情
深意长的真挚情感。 （记者 衣凯玥）

本报讯（实习记者 文月婷）鸟欢水美，和谐
共生。初冬之际，湿地边缘的芦苇丛随风摇
曳，湖面微波荡漾，在大自然细腻的画笔下，勾
勒出一幅生动的画卷。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
园里，水鸟们已陆续抵达它们的越冬地点，它
们或栖息在岸边浅滩上，低头精心打理着羽
毛；或潜入水中，慰藉因旅途的辘辘饥肠；或低
飞于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或高翔于天际，在
落日余晖的照耀下，与美丽的湿地相映成趣。

“最近湿地公园里的水鸟真多，快看这是
什么鸟，真好看。”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宁
湖湿地片区里，水鸟成群结伴，翩翩起舞，相
互追逐嬉戏，牢牢锁定了过往游人的目光。
湖边，市民有的扛着“长枪短炮”，有的市民拿
着手机，纷纷用镜头拍摄水鸟展翅的情景，力
求捕捉每一个灵动瞬间。

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宁湖湿地迎来了上
千只水鸟。据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监测结
果显示，这里现有赤膀鸭、赤嘴潜鸭、琵嘴鸭、白
眼潜鸭、鹊鸭、绿翅鸭、红头潜鸭、黑颈䴙䴘等，
共计19种鸟类，数量和种类均创历史新高。西
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在宁湖湿地片区开展了
湿地植被恢复、鸟类生境岛建设等一系列湿地
保护与修复工作，湿地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为
鸟类提供了良好的觅食、休憩场所，西宁湟水
国家湿地公园，这座贯穿城市中心的湿地公
园，发挥着防洪、调节气候、净化水质等功能，同
时也是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区
域，越来越多的水鸟选择来到这里越冬。

自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以来，建
成了海湖湿地、宁湖湿地和北川湿地三大片

区，湿地面积达到329公顷，湿地率为64.67%，
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有效保护，成为了重要
的候鸟迁徙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近年来，
湟水国家湿地公园积极融入国家公园示范省
建设，全力推进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湿地保
护恢复，提升湿地生态效益，通过落实动植物
资源保护、湿地生态修复、水污染防治等措
施，这里的生态环境也愈加优美，成为了各种
鸟禽的栖息场所，整个湿地，也因这群远方客
人的到来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东西部协作让河湟好物拥抱大市场
——“宁宁协作 共赢未来”系列报道之七

安全小课堂安全小课堂

敲重点！这些冬季
防火安全常识必知

千鸟翔集，飞抵西宁湿地越冬

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供图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供图

11月20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
44件，其中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
31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13件，主
要反映小区物业、消防安全、市政道路、城乡建
设等问题，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11月20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
群众来电诉求839件次，网民留言81件（西宁
12345微信公众号65件、市长信箱11件、市委
网信办3件、青海12345政务服务网2件），直
接办理359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480件，回访
402件。

热点问题：
1. 物业服务 52 件，无集中反映问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
区政府核实处理。

2. 消费维权 51 件，无集中反映问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
区政府核实处理。

3. 噪音问题 20 件，无集中反映问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
区政府核实处理。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