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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蕊）大力整治消费领域突出问
题、净化平台直播电商行业生态、切实提高涉企乱
收费治理成效……1月17日，记者从全省市场监管
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持续
提升经营主体活力、优化提升市场消费环境等方面
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更便捷，让百姓生活更安心。

2024年全省累计注册登记经营主体59.32万
户，同比增长3.81%，市场活力有效激发。推动经
营主体全生命周期“一件事”高效办成，“开办餐
饮店一件事”实现“一次申请、一窗受理、联动办
理”，办事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持续提升。涉企收
费治理不断加强。持续打造“净域”系列行动品
牌，检查经营主体7.48万户次，整改规范问题线
索1259条，立案51起，清退1236万元。知识产权
强省战略加快推进。全省累计授权专利3.96万
件、商标注册8.27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5.85件，同比增长15.6%

今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持续提升经营
主体活力上聚焦用力。加大惠企政策供给，以提
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聚焦企业
准入退出中的“痛点”“堵点”，不断健全完善登记
注册与行政许可信息共享机制，开展许可审批部
门“证前指导”便利化服务，探索建立一网通办、
证照联办、疑难导办、无感续办“高效办成事”服
务体系，制定“亲企亲商”办事指南等，全力推进
登记注册规范化、标准化、便利化。

在优化提升市场消费环境方面，实施优化消
费环境三年行动。聚焦消费集中的企业、行业、区
域，培育一大批放心商店、放心市场、放心网店、放
心餐饮、放心景区。大力整治消费领域突出问
题。聚焦“露营经济”“夜经济”“冰雪季”“自驾游”
以及移动通信、网络消费、食品安全等社会关注度
高、群众反映集中的重点领域，强化信息收集、分
析研判、提醒预警，开展“守护消费”执法铁拳行
动，压茬推进解决假冒伪劣、消费欺诈等社会反映
强烈问题，着力规范职业索赔、严厉打击恶意索
赔，打造放心消费“样板间”。净化平台直播电商
行业生态。聚焦直播平台销售牦牛肉、冬虫夏草、
枸杞、中藏药等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以次充好、
假冒伪劣、“货不对版”等违法行为，开展直播电商
规范经营提升行动，制定《青海省互联网直播电商
合规指引》，加强网络交易食用农产品专项监测和
12315食用农产品投诉线索监测，建立直播电商平
台网店、商品、直播间、头部主播各类主体库，强化
日常监管和信息共享，实现线上发现违法线索，线
下从严打击处置，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在夯实建强质量基础设施方面，聚焦产业
“四地”建设，梯次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
设，大力推广首席质量官制度，加强质量技术攻
关。深入实施盐化工国家质量基础设施集成服
务、新能源质量强链重点项目，“一链一策”推进
光伏、绿色算力产业链质量联动提升。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 通讯员 市民宗
委）西宁市探索构建“福园石榴籽+N”工作
体系，引领推动社区治理、民族团结、便民
服务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其中大通县福
园社区，已逐步实现辖区各族群众在空间、
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
入，加快构建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区环境。

“福园石榴籽+多元文化融合”，在中华
文化精神上互嵌。以“我们的节日”“创建
日”“宣传月”等活动为载体，组织多元文化
交流活动，鼓励各族群众体验多民族文化
习俗，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
一个节，搭建文化交融的桥梁纽带，不断增

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打造多元文化和中华文化符号宣传
栏，促进文化浸润，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和共建幸福家园的责任感，营造包容和
谐、多彩福园的良好氛围。

“福园石榴籽+邻里和谐互助”，在守望相
助情感上互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打造“牡丹党韵园”党建微阵地，组织
辖区党员成立“信念之声”志愿者宣讲队，定
期开展红色教育和文化宣传，夯实互嵌式社
区建设组织基础。以“楼院讲堂”“红色物
业”为载体，开展“奉献新时代·党员志愿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暑期爱心托管班服务、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等便民活

动，满足各族群众多样化需求，营造“邻里如
一家，石榴籽家园显温情”的浓厚氛围。

“福园石榴籽+共建美好家园”，在融合
发展理念上互嵌。积极组织驻辖区单位、
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和建
设，形成共识。广泛动员辖区党员、志愿
者、热心居民参与社区“暖冬课堂”“公益集
市”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
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鼓励各族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
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贯彻落实好
2025年全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部署要
求，全面、及时、准确掌握我省越冬水鸟种
类数量、分布及动态变化情况，省林业和草
原局高度重视，提前安排部署，按照《青海
省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方案》要求，组织
青海国家公园观鸟协会、祁连山国家公园
保障中心及全省3个市州9个县（区）27名
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技术骨干，于 2025 年 1
月5日至15日对全省26个水鸟分布区域开
展了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

“这次我们的监测工作历时十天，今年

较2024年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还有一些新
的发现，比如发现黑颈鹤在我省越冬，没有
迁往云贵高原和西藏雅鲁藏布江区域越
冬。”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
长张毓告诉记者。

监测工作历时十天，从海北州到海西
州，从海南州到海东市，监测里程3087公里，
共监测到越冬水鸟6目10科42种57298只，
较2024年同期监测的越冬水鸟6目9科38
种 21675 只 的 结 果 相 比 ，数 量 增 长 了
164.4%。其中种类方面：雁形目种类最多1
科22种、占总种数的52.38%，其次是鸻形目

4科10种、占23.81%，最少的是鲣鸟目1科1
种、占2.38%。种群数量以雁形目鸭科为主，
居前五的分别是赤嘴潜鸭30897只、赤麻鸭
17708只、绿头鸭2109只、大天鹅1242只、鹊
鸭1081只，其他水鸟4261只。此次共监测
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颈鹤4只、白尾海雕
24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8种，分别是大天
鹅、疣鼻天鹅、斑头秋沙鸭、白额雁、鸿雁、灰
鹤、黑颈䴙䴘、鹮嘴鹬，数量1784只。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首次监测到黑颈鹤、
灰鹤等鸟类在我省越冬，还监测到红胸秋沙
鸭、普通燕鸥、西秧鸡、流苏鹬、鸿雁等越冬水
鸟新纪录。同时，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流域
再次记录到蒙古国乌布苏省环志的大天鹅
1T83，这已经是我省连续14年监测到该只大
天鹅在我省黄河流域越冬的身影。我们给30
只大天鹅佩戴了定位跟踪器，通过监测已全
面掌握了在我省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蒙
古国、新疆巴音河流域的繁殖种群。

我省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通道，在全国4
条候鸟迁飞通道中主要涉及东亚—澳大利
西亚、中亚两条候鸟迁徙路线。开展青海省
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是系统构建全国鸟类迁
徙路线监测评估体系的重要支撑。2025年
越冬水鸟监测工作的顺利完成，进一步提升
了基层野生动物保护人员调查监测的能力
和水平，为科学评估我省越冬水鸟保护成效
提供了连续的数据支撑，也为推进全省鸟类
及其栖息地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1月15日，2025ASC世
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ASC25）启动会在北京
举行，来自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院士、专
家、参赛师生代表等出席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ASC 组委会正式宣布，2025 年
ASC超算竞赛总决赛将在青海大学举办，并举行
揭牌仪式，正式确立青海大学作为ASC25赛事东
道主。此次揭牌仪式不仅是对青海大学在超算
领域成就的认可，也为即将到来的竞赛增添了更
多的期待和荣耀。

ASC25超算大赛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德
国、英国、新加坡、南非、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00 支高校队伍报名
参赛。本届大赛采用“预赛+决赛”双赛制，参赛
队伍在预赛阶段完成指定任务，并提交详细的集
群设计和应用优化方案，通过预赛评估选拔的晋
级队伍将于5月10日至14日在青海大学进行总
决赛的现场比拼。

在基因预测、人工智能等前沿应用领域面临
诸多挑战的当下，ASC超算竞赛为我国培育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有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青海省是我
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水电、风电、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资源，为推动绿色算力产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ASC 超算大赛迄今已举行至第十二
届，吸引来自全球六大洲上万名大学生报名参
赛，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大学生超算竞赛。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月18日，在第
11 个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到来之
际，为期两天的世界雪日国际儿童滑雪节
暨青海省第一届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海东
市平安区莲花山冰雪大世界正式开赛。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共吸引青海、甘
肃两地的204名青少年滑雪爱好者参与本次
比赛，分设直滑降、雪上滑行技巧两个竞赛
项目，27个竞赛小项，其中最大年龄参赛者
45岁，最小7岁。比赛由青海省体育局、青

海省体育总会主办；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
心、青海省冬季项目和户外运动管理中心、
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承办，比赛围绕青少
年冰雪运动的发展，旨在进一步提高青少年
儿童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和参与度，对于普及
冰雪运动、促进冰雪体育、冰雪教育、冰雪旅
游等产业深度融合，以冰雪文化提升项目内
涵、带动冰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省体育局紧密围绕“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号召，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
济活力的若干意见》要求，主动发挥体育动
能，不断加大冰雪类赛事供给，创新办赛形
式，不断赋能冰雪赛事与农体文旅商五业融
合发展，做到冰雪赛事活动全省覆盖、全项
分布、全面普及，为青海冬春季旅游与冰雪
运动发展赋予赛事活动能量供给，进一步带
动冰雪场所及其他相关冰雪产业发展，认真
践行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
念，全面推动青海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

今年这些实事将让消费环境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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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籽+N”建互嵌式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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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园区巧做闲置资产盘活文章
本报讯 生物园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关于加
快闲置资产盘活处置工作的相关要求，扛
牢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创新思路举
措，全力攻坚克难，通过腾笼换鸟、容缺验
收、拍卖收储等举措，扎实推进各类低效闲
置资产盘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024年6月以来，生物园区以“全面摸
清、分类盘活”为目标，制定僵尸低效企业、

“半拉子”等项目包保工作方案，多措并举、
精准施策，全力破解闲置资产盘活难题。一
是通过“腾笼换鸟”方式盘活僵尸企业。引
进山东鲁抗药业盘活了青海洋木水进工贸
公司26亩土地，建设中药提取线项目，总投
资2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实现产值2
亿元，增加就业30余人；引进五菱新能源汽

车服务公司盘活了青海浩海房地产有限公
司15亩土地，解决了企业土地查封冻结等一
系列复杂问题，推进无效用地再利用。二是
通过“土地拍卖收储”方式盘活破产企业土
地资源。紧盯青海金溢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法拍，运用政府“土地优先收购权”及时
将破产企业土地进行收储，解决了该公司厂
区内租赁企业小散乱差以及安全隐患频出
等现实难题。三是通过“消防容缺验收”方
式盘活低效企业。在消防设施齐全、功能完
善的基础上进行项目容缺验收，有效帮助青
海瑞佳实业公司进行招商引资，已完成投资
约1200万元，后期将再融投资约6500万元
全面建成使用。四是通过“第三方代建”方
式盘活“半拉子”项目。引进青海宏泰水利
水电工程公司代建青海国肽生物科技公司
未完工的牦牛骨提取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生

产项目，项目占地50亩，2025年初即可复工，
形成投资约0.55亿元，年内建成投产，达产
后年可新增产值0.6亿元，增加就业50余人，
解决了企业停工长达5年的困局。五是通过

“用地置换”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对受青海
理工学院建设影响的青海凡秘能健康实业
公司菊粉果聚糖项目进行了土地置换，目前
企业已完成规划方案编制，2025年5月即可
动工建设，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建成达产后
年可新增产值0.5亿元，解决就业70余人。

下一步，生物园区将严格落实《西宁市
闲置资产盘活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要求，积
极探索盘活路径，创新盘活方式方法，建立
健全盘活机制，挖掘闲置低效资产价值，全
力推动闲置资产资源有效盘活利用，切实
将低效闲置资产转化为重要资源和发展动
能，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