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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12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戈库尔，祝贺他
就任毛里求斯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毛里求斯是中国在非
洲的重要伙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
国关系已提升为战略伙伴。新形势下，
两国肩负实现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在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有相同责任，双方
合作潜力巨大，未来可期。我高度重视
中毛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
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为重要抓手，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拓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
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12月1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
祝贺他当选加纳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加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

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非洲
的重要战略伙伴，中加友好源远流长，历久
弥坚。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各
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加

关系发展，愿同马哈马当选总统一道努力，
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加战
略伙伴关系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
福祉。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雪情即命令，安全
乃责任。自12月10日起，我市迎来了一场大
范围的降雪降温天气过程，易造成道路积雪、
结冰等，对交通产生不利影响。闻雪而动，迅
速响应，全市各相关单位依职责即刻组织力
量，全面开展积雪清理、交通疏导等工作，竭
力降低极端天气对建筑、农业、交通等诸多行
业领域的不利冲击。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
事宜，主要领导迅速作出部署，明确下达工作
任务，着重强调防寒保温、道路交通安全、能
源保供等防御要点。我市立即组织召开极端
天气防范应对专项部署会议，悉心听取重点
地区与部门的应对准备情况汇报，要求各级
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实责任担子、
落细应对举措，及时发布御寒预警信息，扎实
组织除雪除冰及抢险物资筹备工作，严密排
查各类风险隐患，各级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即
刻进入实战状态，全力以赴保障安全、维持运
转、呵护民生。

迅速建立应急保障网，市应急管理部
门始终保持“临战姿态”，立即召集气象、城
管等部门开展研判会议，依据极端天气的

影响态势适时启动《西宁市应对冰冻雨雪
灾害专项应急预案》及相应应急响应机制，
清晰界定各部门职责与任务分工，保障各
部门应对工作科学有序、高效开展。市应
急物资储备库迅速组织人员对融雪剂、除
雪设备、防滑链、应急照明设备、保暖物资
等应急物资进行细致盘点与整理，力保物
资供应及时无虞、调配合理得当。全市 13
支 200 余名应急救援队员严阵以待，随时准
备应对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与突发事
件。严格落实 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与领导
带班制度，持续强化应急备勤值守力度，加
密与接警单位的沟通联络频次，确保紧急
信息传递精准及时。

为全力打好寒潮降雪天气防范应对
攻坚战，各相关部门及时出动，结合各自
职责领域开启“清雪”模式。市城管环卫
部门勇担冰雪天气下城市安全运行重任，
及时启动扫雪除冰应急预案，应急保障设
备与人员提前集结待命，采用“人机协同
作战”作业模式，全力保障道路交通顺畅
与市民出行安全。全市 76 台大型扫雪车
预先部署于重点道路与坡段，随时投入除

雪作业，并积极动员沿街商铺主动“自扫
门前雪”。公安交警部门针对国道、省道、
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区域展开全面排
查巡查，同时依据降雪实际情况对部分路
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住建、城管部门组
织专业人员对水、电、气、暖等各类管网、
线路、设施展开巡线巡查，确保基础设施
运行安全稳定。交通运输部门要求各县
区公路管养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
巡查排查频率，及时清理路面积雪结冰状
况，确保公路安全畅通无阻。农业农村部
门强化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提前完成
设施温棚与牲畜圈舍的防风加固、保暖举
措，有效防范寒潮降温和雨雪天气可能导
致的设施温棚、牲畜圈舍破损垮塌以及幼
畜冻伤等问题。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责任在心责任在心

闻雪而动！各部门全力应对强降雪天气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植绿增绿固基础、
转变思路求发展、科学用林增效益。近年来，
我市立足资源现状，补短板、扬优势，积极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实现生态产业化
和产业生态化双丰收，也在全省率先走出了
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路。

我市森林覆盖率整体不高，林分质量
有待提升，林木生长量低。近年来我市牢
固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
的理念，把提升绿色资源总量作为重要任
务，处理好植树增绿与改革增效的关系，立
足林水资源条件，实施河湟地区生态保护
和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推广森林
高效经营模式，采取林分改造、森林抚育、
补植补造、灌木平茬等措施，提升集体林质
量。2021 年以来，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近
202.6 万亩，森林资源面积和质量不断提
升，森林覆盖率从“十三五”末的 36％提升

至 2024 年的 37.8％，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步
提升，区域水土流失、生态脆弱等问题逐步
改善。

我市气候土壤条件较差，以往造林多以
松、柏、杨等抗旱耐寒的生态防护树种为主，
生态林难以直接发挥经济效益，从而导致各
类经营主体营林积极性不高。为实现“扩
绿”与“增值”并行，我市结合退化林地修复
等工程实施，加大灌木林营建、改造，2024年
通过良种补植补造、雌雄株合理搭配、开辟
采摘通道等措施完成 1.65 万亩沙棘灌木林
改造（新建），为发展特色经济林产业做出示
范引导。

随着科学用林的路子不断深化，我市在
各地区积极推进森林城镇、森林乡村创建工
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认定国家级森林乡村
36个，建设省级森林城镇4个，省级森林乡村
18个，不断提升乡村绿美颜值。在“浪山”热

潮下，鼓励支持各县区在保护林地资源不受
破坏前提下，发展林下茶园、露营地，满足群
众休闲游憩需求。大通东峡、朔北，湟中上五
庄、拦隆口、湟源东峡、和平乡等森林城镇依
托林地景观资源优势，发展林家乐、露营地近
121 家，2021—2024 年累计接待约 42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近1.4亿元，为村集体增加
收入 200 万元以上，每年带动乡村就业人数
1000 人以上，集体林社会、经济效益逐步凸
显。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施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工程，促进集体林资源增长、质量提升，
引导集体林地有序流转、规范经营，科学合理
利用林地资源发展林药、林菌种植、生态旅游
等林下经济，更大程度发挥集体林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努力探索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市林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以及全面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甘青深化合作
座谈会部署，全力推进两省区跨界区域荒漠
化综合防治及“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12 月 6 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甘肃
省林业和草原局在兰州签署《甘青两省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治理工程
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依据《协议》，双方将遵循加强保护、系
统治理、科学防治、突出重点、机制创新的原
则，建立长期稳定、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联

防联治机制，打破行政区域界限，聚焦河西
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围绕

“一山（祁连山）、一水（湟水）、一群（兰西城
市群）”，统筹推进荒漠化防治与“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新格
局。

同时，《协议》规定双方将组建联防联治
合作机制领导小组，设立联络办公室，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实行通报制度，并适时联合开展
资源保护巡查执法检查。计划到2025年，甘
青跨界区域荒漠化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
治理工程建设深度合作机制基本建立，“祁连
山地区生态保护治理”“湟水流域水土保持林
草带”的防护骨架基本建成；到2030年，甘青
跨界区域沙漠阻击锁边体系基本建成，为“兰
西城市群”建设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

良好生态支撑。
《协议》聚焦多项重点任务，涵盖共同规

划祁连山地区和湟水流域甘青交界区域生
态保护治理，研究防沙治沙和“三北”六期工
程相关事宜，构筑祁连山地区和湟水流域两
大生态屏障；建设湟水流域水土保持林草
带，提升区域水土保持能力，修复退化草原，
培育特色林草产业；加强祁连山地区生态保
护和系统治理，增强水源涵养能力，保护原
生态；构筑“三大阻沙防线”，综合施策治理
沙化和水土流失土地；加强区域生态资源保
护，严厉打击破坏行为；联合开展科技创新，
研发适用生态治理技术，发展生态产业；建
立监测和灾害预防合作机制，共享设备与信
息，共同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

甘青两省
携手推进荒漠化防治与“三北”工程联防联治

绿富同兴！我市探索林权改革新路子

本报讯（记者 一丁）加快构建生态
旅游发展新格局、健全完善政策体系、制
定地方标准……我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建设提速提效。12月11日下午，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懂青海 爱青海 兴青海”
系列新闻发布会文旅专场，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耿斌向新闻媒体发布时表
示，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切实增强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大力培育弘扬“五个文化”，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现代化
新青海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
化条件。

据悉，我省生态旅游资源主类齐全，
拥有 20 个旅游资源亚类和 48 个基本类
型，拥有可可西里等世界自然遗产，拥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个、国家生态旅游
示范区 3 家；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 3 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5
个，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厚实的“家
底”。为提速提效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建设，我省持续做好“生态+文化+旅游”
大文章，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彰
显生态价值，加紧编制《青海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总体规划》，着力健全完善

“1+N+X”规划政策体系，加快构建“一
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制定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工作导则》
《旅游景区生态容量测算方法》，发布《生
态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指南》《生态旅游
解说服务质量规范》两项地方标准。同
时，通过整合全省生态旅游资源，优化推
出多条生态文化旅游带，实施“山宗水
源·大美青海”文化旅游品牌提升行动，
打造高原湖泊、盐湖风光、草原花海等生
态旅游打卡地，开发高原康养、生态研
学、自然教育等生态旅游线路和产品，提
质提升基础设施、产品业态、接待服务
等，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
红色旅游资源方面，我省创排演出了《昆
仑问道》《青春铸剑221》《长空烈焰》等一
批红色主题文艺作品，推出一系列红色
文化观光和精神体验相结合的红色旅游
景区、线路和活动。全省有全国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 5 家、省级 7 家，国家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8家、省级33家、市州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53 家，国家级、省级革
命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形成了以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为龙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支撑、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为补充的红
色旅游资源体系。

此外，我省还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用好用活文化遗产，丰富全社
会历史文化滋养，开展宗日、夏尔雅玛
可布等 5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深化柳湾
彩陶 195 个符号研究；依托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省创建有利契机，加强热贡文
化、格萨尔文化（果洛）、藏族文化（玉
树）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和德都蒙古（海西）文化、互助土族文
化、循化撒拉族文化、河湟文化（海东、
西宁）5 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区
域性整体性保护；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开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
馆建设，满足全省各族人民高品质精神
文化需求。

习近平向毛里求斯新任总统戈库尔致贺电

我省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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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加纳当选总统马哈马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