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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青海省体育
局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全面落实国家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战略，以“党建+冰雪”模式推动冰雪运动
与经济深度融合，发挥党员在第一线打
头阵、担重任、作表率、当先锋作用，全力
打造冰雪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党建统筹谋全局，绘就冰雪发展蓝
图。启动青海省2024—2025冬春季文化
旅游体育惠民暨冰雪旅游系列活动，制
定《青海省 2024—2025 冰雪季冰雪运动
实施方案》，构建“竞技冰雪、大众冰雪、
青少年冰雪、冬季项目参赛”四位一体发
展格局。统筹部署全省11项冰雪赛事活
动，形成“省级示范+全国赛事+区域联
动”布局。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一线
调研协调，推动冰雪消费与文旅融合，各
类群众冰雪赛事活动遍地开花，累计吸
引5万人次间接参与、上万人次直接参与
冰雪运动，带动5000万元的冰雪户外产
业消费，为冰雪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党建赋能强根基，激活冰雪产业动
能。创新“党建+赛事+产业”模式，指导
各市州因地制宜打造“一地一品”群众性
冰雪赛事活动品牌，培育西宁周边及海
东地区冰雪休闲旅游消费聚集区。聚焦
群众多样化冰雪运动需求，组织开展“第
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青海省第三届
冰雪运动会”等赛事，在西宁市景区、商
圈、街区集中举办 7 大项 45 小项的青少
年竞赛项目，点燃民众冰雪运动热情，吸
引近万名冰雪爱好者参与，带动全省各
类冰雪场馆接待14万人次，实现营业额
700万元。岗什卡景区通过滑雪登山运
动带动景区收入超亿元，彰显党建引领
产业发展效能。

党员攻坚破难题，创新冰雪供给模

式。省体育局相关部门党支部带领党
员干部深挖冰雪运动潜力、创新冰雪活
动供给，精心策划举办户外运动企业展
销、岗什卡山峰攀登、专业滑雪技能展
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冰雪户外活动，
打造同宝山千人徒步登高、大黑沟攀冰
嘉年华、刚察县“登昆仑 观西海”夏格日
登山徒步、玉珠峰首次反季节登山、阿
尼直亥首届登山体验营等活动，通过

“红色研学+山地户外+徒步露营”融合
发展，将冰雪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央
视等权威媒体多次报道，青海冰雪品牌
影响力显著提升，冰雪经济活力持续释
放。

组织保障筑堡垒，擦亮冰雪运动名
片。省体育局党组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精心打造一支善于担重任、作表率、

当先锋的赛事保障团队，以“办好一场
赛，点亮一座城”的办赛理念，持续打造
冰壶品牌赛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赋
能加力。3 月份来自全国的 105 支队伍
459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多巴
基地“高原第一冰”参加中国冰壶联赛和
全国冰壶锦标赛，100多名保障人员共为
256场比赛提供近20天的保障服务，每天
工作达十几个小时，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
使命、彰显责任担当，为打造“高原冰壶之
都”贡献力量。

下一步，青海省体育局将继续深化
“党建+冰雪”模式，以党建持续引领冰
雪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组织引领、党
员示范、融合创新”，推动冰雪经济全产
业链升级，为建设体育强国贡献青海力
量。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日前，由西宁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华普亿方
科技集团及西宁智谷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共同承办的“创聚集享”品牌沙龙在
西宁创业孵化基地举办。此次沙龙以

“2025 AI+时代 创业者如何转型升级”为
主题，吸引了众多本土企业家、创业者及
行业代表参加，共同探讨高原地区在AI
技术驱动下的产业升级新路径。

近年来，在省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西宁市创新创业平台服务能力显
著提升，创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AI
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西宁的创业者们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此

次沙龙活动，广大企业和创业者深挖自
身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加强合作沟通，
共同探索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沙龙活动邀请北京华耀资本管理
合伙人李金河以“AI+时代如何帮助企
业实现转型升级”为主题，深入剖析了
AI技术的发展历程、商业逻辑的重塑以
及AI与业务融合的实现路径，通过实际
案例展示了 AI 技术在企业转型升级中
的巨大潜力。本地优秀创业者们也分
享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并与参会者进行
了深入的互动问答。在政策分享环节，
西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业务
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当前针对创业者

的扶持政策，并就参会者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现场答疑，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
政策指导。

此次“创聚集享”创业沙龙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西宁本土企业提供了展示和
交流的平台，也为创业者们指明了转型
升级的方向。全市各级人社部门将以打
造“全省一流人社”为目标，按照“挑大梁
勇争先”展现省会担当的要求，深入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深化创业服务资源对接、推动就业创业
政策落实、持续开展系列创业促就业活
动，助力企业升级，为西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织就”守护之网，人们遇
见雪豹的几率大大提升；

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转作生态管护员，从此吃上
了“生态饭”；

牧歌悠扬中，迁徙候鸟群掠过炊烟袅袅的帐篷，从
在科普基地自然教育课堂的镜头里，孩子们感受到了

“天人合一”的生态诗歌……
作为我国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北缘的“天然湿岛”

和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是黄河和西北诸河的重要
水源地，滋养着青海湖、河湟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等重要
生态区。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试
点启动以来，以科学修复与创新保护为驱动，实现了从
生态脆弱到系统复苏的跨越式转变。

生态修复：
荒原复绿荒原复绿 生物归栖生物归栖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面积158万公顷，
通过系统评估，气候变化总体呈明显的暖湿化趋势，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试点建设以来植被面积增加0.97万公
顷，植被覆盖度平均增加 1.45%，植被生态质量提高
15.27%，60.17%的退化草地得到有效恢复，水源涵养能
力和水文径流量明显提升，空气质量显著提升，植被固
定二氧化碳量和释放氧气量分别增加19.01%和20.34%。

生物多样性成为生态复苏的“晴雨表”。红外相机
多次记录到雪豹捕猎岩羊、五只荒漠猫同框嬉戏的珍贵
画面，黑颈鹤、棕熊等旗舰物种活动范围扩大。作为我
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陆域优先区域之一，区内生态
系统复杂多样，维持着同纬度区域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以雪豹监测保护为牵
引，同步开展了豺、荒漠猫以及兔狲等猫科、野牦牛和白
唇鹿等有蹄类、黑颈鹤为主的湿地鸟类、斑尾榛鸡和红
喉雉鹑等雉鸡类、林区和草原鸟类等一系列生物多样性
监测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脊椎动物282种，野生无脊椎
动物522种；维管束植物543种，大型真菌203种，水生生
物575种。发现了昆虫新种40种、中国新记录10种、青
海省新记录228种；祁连山鸟类新记录11种，取得了多
项显著成效。

保护升级：
科技赋能科技赋能 制度革新制度革新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构建“天地空一
体化”监测网络，配备无人机、红外相机及智能卡口监
控系统，持续定点定期监测常规要素，有序开展气象、
土壤、植被、河流等数据采集处理。州县管理部门和管
护站发挥各自职能作用，配合实施各类科研调查项目，
协助完成自然资源本底调查、生物多样性专项调查以
及河流、冰川、雪山、冻土等监测调查研究工作。协同
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省、州、县三级联动，着重加强管
护数据互联互通，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智
能巡护终端使用能力和管理水平，数据应用、前端感
知、无人机管理、园区管控等系统功能得到有效拓展和
完善。

推进社区协调发展。持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研究，加快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信息化平台。深
入挖掘文化服务价值，规划设计以森林、草原、冰川自然
科普为主题的生态游览体系。高品质打造生态研学精
品路线和聚阳沟户外研学基地，充分发挥生态科普馆、
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区位优势，积极创建“设施配
套、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科普教育场所，接待访客达
10万人次。加强社区协调发展规划，制定产业发展正负
面清单，以推动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相协调为目标，探
索具有祁连山特色的经营服务模式。

（记者 师晓琼）

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中，农牧区社
会救助和帮扶政策成为广大农牧民关
注的焦点。目前我省农牧区最低生活
保障救助标准是多少？哪些人可以申
请城乡低保？……本报特别选取农牧
民较为关心的多个问题，邀请西宁市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进行详细解答。

1.目前我省农牧区最低生活保障
救助标准是多少？

答：A类困难家庭，月补助标准不
低于464元/人；B类困难家庭，月补助
标准不低于 410 元/人；C 类困难家庭
月补助标准不低于302元/人。

2.哪些人可以领取分类施保金？
答：在城乡低保家庭中有60周岁以

上老年人；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重度残
疾人；重病患者；市州级以上人民政府确
定的其他生活困难人员。分类施保金城
市105元/人/月，农村71元/人/月。

3.哪些人可以申请城乡低保？
答：持有本省常住户口的居民，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低保标准或属于长期支出型贫困家
庭，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

府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
障。简单来说，户籍状况、家庭收入、
家庭财产和家庭刚性支出是认定低保
对象的基本条件。

4.怎样申请城乡低保？
答：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

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
面申请；实施网上申请受理的地区，可
以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
部分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不在我省
的，可以由持有我省常住户口并在我
省长期居住的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
地提出申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
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
可由任一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
出申请；不同县域间长期人户分离（连
续一年以上）的人员，可持暂住证、居
住证、购房、租房合同及相关单位说明

等材料在经常居住地提出申请。在城
镇长期居住（连续一年以上）的城乡居
民，按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开展
审核确认工作，其他居民按照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开展审核确认工作。
各地城镇地域划分，由县级民政部门
结合当地实际自行确定（原则上至少
应将县府所在地的乡镇列入城镇地域
范围）。

5.申请城乡低保需要提供哪些材
料？

答：①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书；②家庭
成员户口簿和身份证原件；③《青海省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④《青海
省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核确认表》；⑤

《青海省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书》；⑥确有需要但无法通过青海
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获取
的相关证明材料。（未完待续）

（记者 李静 整理）

3月24日，西宁市共收到安全隐患举报45件，其中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举报30件、西宁市应急管
理局接收举报 1 件、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接收举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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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引领聚合力 冰雪经济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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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解读①

西宁创业沙龙聚焦西宁创业沙龙聚焦AIAI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春耕春耕 进行时进行时·· 政策暖风政策暖风进乡村进乡村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

答好生态修复与智慧守护“答卷”

西宁市安全隐患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