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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致电本报热线，反映近期
在处理家庭垃圾时遇到了困扰，家里的废
弃菜刀应如何规范处理？带着市民的疑
问，记者采访了城西区城管局垃圾分类办
公室的相关工作人员。
市民询问：家中废弃的菜刀该如何处理

“家里的旧菜刀不能再用了，但是又不
知道该怎样处理？我把旧菜刀用废纸进行
层层包裹，然后用记号笔在上面标注‘小心
割手’，再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这样处理
应该安全了吧？”市民赵女士表示，网上频发
的废弃菜刀随意丢弃的新闻引起了她的关
注，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公共安
全的漠视，更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
任。这些随意丢弃的刀具，不仅可能割伤
拾荒者和清洁工的手指，还有可能被不法
分子利用，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

那么，废弃菜刀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随意丢弃又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我们应
该如何正确处理废弃菜刀呢？

部门应答：废弃菜刀作为金属制品，应
投入可回收垃圾箱

城西区城管局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废弃菜刀作为金属制品，属
于可回收物范畴，应投入可回收垃圾箱。
但是，鉴于废弃菜刀的特殊性，工作人员提
醒市民丢弃时，投放前需要对菜刀进行妥
善处理，以避免造成意外伤害。

首先，应该将废弃菜刀进行包裹处理，
可以使用报纸、塑料袋等物品将菜刀严密
包裹，确保刀刃不会外露，从而有效防止刀
具在丢弃过程中划伤他人；其次，应该将包
裹好的废弃菜刀投放到指定的回收站点或
可回收垃圾箱中。

垃圾分类“各归其所”
据工作人员介绍，城西区目前共有68

个市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且96%的居民
小区均已配备垃圾四分类桶，分别是可回
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厨余垃圾
（绿色）和其他垃圾（灰色）。

“目前小区的生活垃圾进行投放后，物
业人员会先进行垃圾分类的分拣工作。此
外，我们还与第三方合作，利用小黄狗可回
收物智能分类回收机，采用智能化无人回
收方式，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垃圾分类回收
服务。”

那么在城西区所有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的示范小区内，业主和物业人员完成垃圾
分类投放后，后续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不同的桶内垃圾有不同的去向。”具体
而言，厨余垃圾由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
收运，最终会运到西宁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处
理后可进行堆肥或者资源化利用；其他垃圾
由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及社会化清运
单位负责收运，运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
置；可回收物垃圾以及有害垃圾都是由与城
西区合作的第三方服务企业运至城西区可
回收物分拣中心，经过二次分拣运输至再生
资源公司回收处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到达
一定量后，会交由“两废”中心做无害化处理。
如今，我市各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不
断进行提标提质，从

“脏乱差”到“洁净美”，
城市环境越变越好。

（实习记者 文月婷）

本报讯（记者 晴空）4月10日，湟源县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
评估项目在湟源县东峡乡大黑沟森林公园
正式启动，旨在全面摸清湟源县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资源本底，掌握湟源
县重点保护动物的种类、种群数量、分布、生
境、受威胁情况和保护现状，为湟源县野生

动物保护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据了解，本次项目调查将综合运用红

外相机监测、样线调查、无人机辅助勘查等
技术手段，计划用1年的时间，设置24条样
线、36个样点、50个样方，对湟源县域内的
森林、湿地、草原等不同生态系统中的野生
动物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调查。

湟源县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
估不仅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石，更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
举措。其成果将为全球高原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范例，具有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
价值，为守护湟源县的生态家园、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湟源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启动

废弃菜刀应该如何处理？

本报讯（实习记者 文月婷）记者从省气象台
获悉，2025年2月，我省各市州政府所在地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综合西宁市主城区最高，全省气象条件有利于
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据悉，2 月份各市州政府所在地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 100%，环境空气中可吸入
颗粒物（PM10）月均浓度在 28 微克/立方米至 62
微克/立方米之间，平均为46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
（PM2.5）月均浓度在9微克/立方米至37微克/立方米之
间，平均为23微克/立方米。

总体来看，2月份全省大气扩散和清除条件较
好。全省各地地面平均风速2.3米/秒，同比持平，
其中海东、格尔木偏小0.2米/秒，西宁、海北、黄南
偏小0.1米/秒，玉树、海西、果洛偏大0.1米/秒，海
南持平；各地小风日数（风速＜2 米/秒，下同）为
14.4天，同比偏多0.6天，其中海东偏多7天，黄南偏
多3天，果洛偏少2天，西宁、格尔木、海北、玉树持
平；各地平均气温零下7.0℃，同比偏低 0.6℃，其中
果洛、玉树偏高0.3℃，其余各地偏低0.5℃至1.9℃；
各地平均相对湿度41.0%，同比偏低6.3%，其中西宁
偏高1.4%，其余各地偏低0.3%至15.6%；各地平均
降水量3.3毫米，同比偏少3.8毫米，各地均偏少，偏
少1.2毫米至5.6毫米；各地降水日数平均2.7天，同
比偏少2.7天，各地均偏少，偏少1.0天至5.0天。

根据西宁市 2 月污染气象条件分析，主城区
细颗粒物（PM2.5）月均浓度 37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3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月均浓
度6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微克/立方米；臭氧
（O3-8h-90per）月均浓度95微克/立方米，同比上
升 12 微克/立方米。2 月，西宁平均风速 2.2 米/
秒，较去年同期偏小0.1米/秒；小风日数13天，同
比持平；平均气温零下 5.0℃，同比偏低 0.5℃；平
均相对湿度50.6%，同比偏大12.0%；降水量1.8毫
米，同比偏少3.5毫米。

本报讯 日前，第六批“神奇柴达木”
海西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选结果已
出炉，其中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申报的唐古拉牦牛、藏羊成功入
选。

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于2020年6月，是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
村集体经济组织孵化的企业。公司以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开发为核心，依托青藏高原
数百万亩天然草场资源，构建“天然草场原

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
售”全产业链体系，致力于推动“唐古拉牦
牛”“唐古拉藏羊”等高原特色产品走向全
国，促进藏族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唐古拉牦牛与藏羊生长在海拔4700
米的青藏高原天然草场，依托纯净生态与
冷凉气候，形成低脂高蛋白、富含氨基酸的
独特肉质。产品于 2014 年获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2023年10月通过中绿华夏

有机转换认证，覆盖草场 1782 万亩；2024
年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最近又
入选了‘神奇柴达木’优选品。这些资质的
认证有利于唐古拉牦牛肉和藏羊肉的销售
和价值提升。”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晓辉说。

目前，通过规模化养殖与科学管理，
公司成为青藏高原地区重要的有机畜产
品供应基地，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就业增
收。

“2023年至2024年，唐古拉牦牛肉、藏
羊肉因品质优异广受市场认可，公司实现
牛羊肉总销售额212万元。我们采取了联
农带农机制模式，为唐古拉山镇牧民增收
约216 万元，提供的就业岗位有效促进了
本村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就业增收。”刘晓辉
表示。

“我们公司将持续发挥高原有机养殖
优势，把青海的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助力格
尔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晓辉说。

今后，格尔木智曲农牧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将以“有机+地理标志”双认证为核
心，力争今年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打造
青藏高原畜牧产业标杆，为“神奇柴达木”
品牌注入绿色动能。

唐古拉牦牛藏羊为唐古拉牦牛藏羊为““神奇柴达木神奇柴达木””品牌注入绿色动能品牌注入绿色动能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区按照市委
总体规划，围绕“七色花”主题，秉持“一县域一特色
一品牌”理念，深挖城东区特色优势，选定“蔚蓝高
原·康养东城”作为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统筹规划高
原康养产业各要素，构建全域康养发展差异竞争优
势谋划打造城东区“一站三中心一基地N业态”产
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产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着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康养旅居目的地品牌。

破冰医养融合体系，打造特色服务标杆。打
造特色科室，下沉医疗资源。按照“一院一品牌”
思路，与9家省级联盟医院建立医疗资源下沉机
制，在区属医疗机构打造藏医、康复、睡眠、减脂等
科室。深化品牌效应，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依
托“一月一主题”，在新千、中惠万达商圈及居民小
区举办“中藏医康养集市”活动4次，以药膳茶饮
铺、中医美容、减重铺、中藏医康复体验铺等为载
体，持续传播中藏医康养理念。

拓展产业领域，实现全面覆盖。打造康养游经
典路线，推出康养+生态、康养+美食、康养+研学等
5条“网红”打卡旅游路线。充分发挥“东城·共富工
坊”引领带动作用，将藏药浴及藏医康养产品嵌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店，不断加深工坊与康养的融
合，助力“工坊”迭代升级，实现“共富工坊+康养”多
点开花效果。突破区域协作壁垒，构建产业创新共
同体。3月康养专班前往城北区生物园区开展专项
调研活动，实地走访7家重点企业，挖掘出涵盖有机
农产品、日化用品、中藏药保健品等30余种优质康
养产品。召开“城东区高原康养产业发展座谈会”，
有力促进企业与康养中心沟通合作。加大宣传力
度，提升品牌知名度。聘请“高原康养推荐官”，将
通过线上、线下及拍摄系列片等途径，加大康养资
源宣传力度，依托“和谐东区”微信公众号广泛传播

“高原康养”理念，扩大康养产业知名度。
打破传统业态，培育康养服务综合体。打造

蓝海御华高原康养体验中心，推动蓝海御华大酒
店与扎西班智雅藏医院跨领域合作，搭建产品展
示区，制作点单式项目清单，让旅居人员在住宿过
程中轻松体验藏药康养的独特魅力。挂牌高原康
养示范基地。在青海省藏医院挂牌“西宁市城东
区黄金海拔高原康养示范基地”，基地以藏医特色
为核心，预留产学研接口，为全区培育高原康养医
护人才队伍、研发康养产品提供技术支撑，为推动
康养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2月我省各市州政府所在地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

城东区：

探索康养产业发展路径

市民点题市民点题@@我我

本报讯（记者 悠然）4月15日至21日
是第31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为提升
公众科学抗癌理念和素养，推动“防筛诊治
康”肿瘤全程管理体系建设。4月15日，青
海红十字医院举行第31个肿瘤防治宣传
周启动仪式。

据了解，通过此次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系列活动，青海红十字医院旨在进一步
提升公众对肿瘤防治的认知，培养健康生
活习惯，提高肿瘤早诊率和治愈率，助力肿
瘤防控事业发展。活动期间，青海红十字
医院联合青海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工作委

员会、肿瘤学专委会及各界爱心人士，围绕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技术（CACA）指南核心
观点，全面推进肿瘤防治科普创作，实现全
领域行动、全专业深耕、全地域覆盖、全人
群参与、全媒体传播的广泛联动，积极践行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当日活动现场，癌
症康复工作委员会会员带来了诗歌朗诵

《热爱生命》，展现了癌症患者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医院还向抗癌明星代表敬献鲜
花，表达敬意。此外，沙画表演《画画的
baby》，以及癌症康复工作委员会会员的旗
袍秀、中国茶表演，为现场增添了温馨氛

围。活动最后，医院向癌症康复委员会会
员敬献礼物，歌曲独唱和癌症康复工作专
委会爱心驿站站长的音乐疗愈，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当日9时，大型义诊活动在
门诊大厅同步开展。

另悉，4月16日至18日，青海红十字医院
药学部及各肿瘤相关科室积极行动，将深入
海西干休所、韵家口社区、朝阳社区开展科普
宣教活动。活动内容围绕各科室专业特色、
学科优势及常见肿瘤的预防、诊治、全程化管
理，将进一步加强医院肿瘤诊疗能力宣传及
科普宣教工作，提升社区居民的防癌意识。

青海红十字医院开展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