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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文月婷）为高标准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进“首善之区”生态宜居品质城北建
设，城北区生态环境局围绕垃圾乱堆乱倒及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阶段性重点问题，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工作安
排部署会，确保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城北区生态环境局公布垃圾偷倒有奖举报事宜的通
告，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并建
立《垃圾乱堆乱倒问题发现处置及督办机制》，落实垃圾治
理“周调度”机制，已上报5期周工作动态，共清理25处垃
圾乱堆乱放。同时，制定印发《城北区煤烟型污染专项整
治行动工作方案》，明确各相关部门重点工作任务，研究制
定《城北区打造无臭味城区行动方案》，全面排查整治臭味
扰民问题，着力打造“干净、清新、宜居”的城区环境。

为解决当前因气象因素引起的天气污染问题、村庄生
活污水收集等突出问题，城北区生态环境局将深入开展煤
烟型污染、涉气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等，组织辖区物业企业
召开锅炉错峰启炉培训会，发放100余份错峰启炉倡议书，
加大对流动性散煤销售点的查处力度，征集2477户煤改
电、66蒸吨燃气锅炉低氮改造等清洁取暖项目，督促协调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谋划二
十里铺村、魏家庄村等4个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等。

城北区生态环境局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实施，持续在
成效巩固上下功夫，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
信访案件及黄河流域警示片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
查，相关问题均已整改完成，正在销号。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领域问题发现解决工作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以督
办通知等形式反馈至各责任单位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共
下发11期督办通知，已完成10期整改。落实“四元四色”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深化运用群腐整治和“有诉
必应马上办”工作成效，截至目前共查办15件“110”投诉
案件，办结率、满意率、响应率100%。 2月13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的曲麻莱县境内，发生了一件令人
振奋的事情。生态管护员仁增在日常巡
护工作中，偶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胡兀鹫的巢穴，其中还有一枚正在孵
化的蛋。这一发现实属罕见，为研究胡
兀鹫的生态习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当天，仁增在巡护至一处高山快到
山顶的时候，一只成年胡兀鹫突然从他
的身边起飞。他转头望去，发现了一处
小洞穴，里面正是胡兀鹫的窝。仁增用
手机摄像头拉近后，清晰地看到窝里有
一枚蛋。“很少看到胡兀鹫的窝，孵蛋的
画面就更不用说了。”仁增说道。

胡兀鹫是一种大型猛禽，体重3.5千
克—5.6 千克、体长 1 米—1.4 米，全身羽
色大致为黑褐色，头黄白色，因嘴下吊着
一撮乌黑的胡须而得名。它们一般栖息
于海拔 500 米—6000 米的森林、山地裸
岩、高寒草甸、干草原、荒漠等地区，在非
洲与亚洲的部分山地分布较广，但数量
稀少，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

据我省野生动物专家介绍，胡兀鹫
的繁殖习性较为特殊。它们每窝产卵通
常为2枚，偶尔也会出现3枚或1枚的情
况。卵呈钝卵圆形，颜色为暗灰色或赭
土色，上面布满红褐色或褐色斑点。其
繁殖期为每年 12 月至次年 5 月，孵化期
持续约55天至60天，一般由雌鸟承担孵

化任务。通常情况下，雌性胡兀鹫会产
下两枚卵，第二只雏鸟会在第一只破壳
一周后出壳，体型也比第一只小很多。
在食物匮乏时，小雏鸟有时会成为大雏
鸟的食物，这也是它们在自然选择下的
生存策略。

胡兀鹫通常会将鸟巢筑在高山悬崖
岩壁的大缝隙和岩洞中，而此次仁增发
现的巢穴位于山顶，并非常见的悬崖位
置，这一情况罕见。仁增深知保护野生
动物的重要性，为了不打扰胡兀鹫的孵
化过程，他立即悄然离开胡兀鹫巢穴，充
分展现了生态管护员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强烈的保护意识。

胡兀鹫在非繁殖季节，大多与兀鹫
结群活动，但要比兀鹫机警得多。它们
发现尸体后，并不立即上前，而是翱翔观
察，然后落在50米以外的地方进行窥测，
确认没有危险后，才一齐拥上聚餐，在几
十分钟内将一具庞大的动物尸体吃得只
剩下头、胯骨和几根大腿骨仍在草地
上。有时它们发现地面上有病残体弱的
旱獭、牛、羊等动物，也会一改常态，颈羽
耸起，从高空夹带着呼啸的风声直接扑
向目标，就像一枚“空对地”导弹。对于
鼠、鼠兔和小鸟等小型动物，它们往往直
接吞食。

在现实世界中，胡兀鹫孵蛋不可能
孵出藏獒，因为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物
种，存在生殖隔离。然而，在蒙古族的传

说中，有一个和獒犬来历相关的故事，与
胡兀鹫有些关联。管护员成林多杰介
绍，传说中有一种叫狗鹫的鸟，也被称为
狗头雕，每年产三枚蛋，但幼鸟无法自行
孵出，需要在阴历 10 月 25 日天寒地冻
时，借助蛋壳冻裂的口子才能孵化。传
说中，这三枚蛋，一枚会变成狗鹫，一枚
会变成拴犬的铁链，一枚会变成獒犬。
人们为了得到一只獒犬，会在阴历10月
25日清晨，冒险攀到狗鹫栖息的高山险
峰，用绳索将全身裹着毡子、双手外露的
人吊进狗鹫洞穴掏蛋。一部分人在山崖
下等待蛋掉落，另一部分人在山上放哨
以防狗鹫袭击。人们认为从蛋中孵出的
獒犬异常凶猛，能拥有这样一只獒犬是
无比荣耀的事。不过，这个传说中的狗
鹫是否就是胡兀鹫，目前尚无定论，且该
传说并无科学依据。

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野生动物的生存
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珍
稀物种在这里繁衍生息。此次胡兀鹫的
繁殖发现，不仅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画
面，更是对三江源生态保护成效的有力
见证。生态管护员们日复一日的坚守和
付出，以及全社会对生态保护的重视，都
为这些珍稀动物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
件。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安居乐业，与人类
和谐共处。 （记者 金华山）

本报讯（记者 悠然）“哎呀，快来人啊！有个孩子掉
下去了。”2月11日10时左右，西宁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
值乘的K1057次列车停靠江油站时，发生惊险一幕。一
名4岁左右的男童独自在站台安全线内奔跑玩耍，不慎
一脚踩空，掉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情况危急。西宁乘警
闻讯赶赴现场，仅用20秒的时间就将男童救起。

据了解，当日，乘警王德鑫听到求救声后，第一时间
冲至儿童坠落处。只见男童躺在狭窄缝隙中，情绪激动、
大哭不止。“小朋友别怕，叔叔在这儿，马上就救你上来！”
因缝隙过小，成年人无法直接下去施救，王德鑫迅速跪
地，一边安抚男童情绪，一边确认其位置，为救援争取时
间。随后，王德鑫与站台上的人员紧密配合，展开救援行
动。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仅用20秒，“快准稳”成功救
出小男孩。经初步检查，小男孩并无大碍。在此次事件
中，乘警王德鑫的果断行动和冷静应对，避免了悲剧的发
生，赢得了现场乘客的称赞。

西宁乘警特别提醒，广大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上下
车时务必注意站台缝隙，看管好小孩及行李物品。一旦
发生人员或物品掉落，切勿擅自跳入股道，应及时向民警
和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确保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原来
吃东西太细腻对牙齿生长也有影响呀？”

“小朋友，我们来做个游戏，看看你们谁
的眼力最好。”2月13日上午，西宁市城东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内气氛热

烈，这里正在举行一场以“专业科普、育
儿无忧”为主题的儿童保健健康科普家
长课。

“早就盼着能有这样的活动了！”带
着孩子前来参加幼儿园入园体检的张

女士说道，“平时带娃，总有各种疑问，
今天终于能得到专业解答。”像张女士
这样满怀期待的家长不在少数，大家都
希望通过这次课堂，获取更多科学育儿
的“秘籍”。活动中，城东区妇计中心主
任赵贵安化身为知识的传播者，以妙趣
横生的形式，向家长们传授儿童心理健
康、近视预防、龋齿预防等关键知识。
课堂上，医生结合一个个生动的实际案
例，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讲解得深入浅
出，让家长们听得津津有味。讲座现场
互动氛围热烈，家长们全神贯注地聆
听，纷纷踊跃提出自己在育儿过程中遇
到的困惑。医生们都面带微笑，一一耐
心解答。

据了解，城东妇计中心家长学校课
程内容丰富全面，聚焦儿童肥胖、近视、
心理行为异常、生长发育异常和龋齿五
项重点健康问题的防治知识，采取主动
干预措施，致力于构建系统高效、防治结
合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

下一步，城东区妇计中心将持续开
展此类活动，为保障儿童健康成长贡献
力量，真正做到医家携手，共同培育祖国
的花朵。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通讯员 熊炜
炜）记者从城西区获悉，2024年城西区投
资1.77亿元，实施了八大类20项民生实
事项目。一项项民生实事，从年初制定
的民生实事“清单”到年末交上一份沉甸
甸的民生“答卷”，城西区用力夯实民生
底色，稳稳托起共同富裕幸福梦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4 年城西区
始终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创新打造城西
区人力资源市场暨零工市场，建立起“线
上+线下”为一体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与互助县签订《劳务协作框架协议》，着
力整合富余劳动力资源，推进两地资源
信息共享。组织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人才夜市、跨区域招聘会等招聘活动
118场，提供岗位7464个，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6905人，组织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2207人次，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
达 92.63%。扎实做好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巩固提升“夏都月嫂”“西宁雄瑞保
安”等服务品牌，劳务品牌带动就业8000
余人。

精准扶弱济困，去年城西区继续坚
持“困有所助、难有所帮、弱有所扶”，健
全完善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推动“被
动救助”向“主动救助”转变。累计发放
低保、残疾人补贴等各类救助金1309万
余元。提升就业困难人员服务质效，针
对失业人员建立“一人一档、全程跟踪”
的链条式服务，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聚焦辖区低保、低收入、特困、孤儿
等特殊人员，以“行动力度”提升“民生温
度”。坚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去年城西区新增1所
民办幼儿园，确保区内普惠性幼儿园占
比为100%。通过采取扩充教室、增加班
额等多种途径，一年级开设 101 个教学
班，全力满足辖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

扩容下沉医疗资源，城西区在提升
健康服务水平上，坚持扩大供给与提升
服务质效并举，加强质量管理和提高康
养意识并举，高标准新建医疗卫生机构2
家、率先打造6个社区联合门诊，积极探
索医养康养新路径，打造涵盖69家中医
医疗机构的“15分钟中医服务圈”。推动
托育服务规范化，创建知名托育品牌；建
立残疾人康复设施，配备多功能医疗器
材，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去年，该区实施了多项“里子工程”，
对辖区 6453 套 59 个老旧小区楼本体及
基础设施和 9 个小区危墙进行维修改
造。构建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治理新模
式，成立“物业纠纷诉源治理·安居调解
室”，组建“物业医师团队”。在青海昆仑
智能算力中心的基础上，对11个应用场
景实施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进一
步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效能。

本报讯（记者 晴空）自2024年我省牦牛肉及其制品
获得香港“通行证”以来，湟源县青海乔穆杰玛实业有限
公司敏锐捕捉机遇，积极筹备并办理相关出口手续。
2025年2月4日，该公司顺利完成第一批市值3.2吨，价值
29万元的牦牛肉订单。第一批牦牛肉订单意味着湟源县
牦牛肉已成功打开市场，进一步展现了湟源县农产品的
独特魅力和市场竞争力，丰富了县域出口产品种类，填补
了县域食品加工行业零出口的空白。据悉，今年全年累
计出口牦牛肉价值将达800万元。

为助力湟源县更多农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广受青睐，
湟源县发改局将双向发力推动全县外贸出口经济促稳提
质。全力对接省市部门，争取更多产品展销展示机会，引
导县域企业“学先进 谋发展 促振兴”，鼓励企业参加境内
外展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扩大进出口规模，协调申报进
出口运费补贴、展会补助等，全力支持企业开展外贸业务，
引导激励企业增强信心、开拓市场，挖掘潜力。引导企业
进一步推进优质产品生产加工专业化、标准化，通过品牌
引领、产销融合，稳步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效益，以优质品
质、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鼓励企业积
极应对市场挑战，对产品进行深度细分，在巩固好传统优
势产品的同时，也根据市场需求推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丰富产品线，提升市场竞争力，不断壮大品牌影响力。

惊险！男童掉入站台缝隙 乘警20秒救出

城北区多措并举
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

新年进港第一单

湟源牦牛肉闯出新天地

稀罕！长江源园区管护员巧遇胡兀鹫孵蛋

城西区1.77亿元兑现民生账单

城东区妇计中心家长课堂开讲城东区妇计中心家长课堂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