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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救护野生动物2000多只

探访青海野生动物的“救助站”

2025年4月25日，2024年度“全国破
产经典案例”提名奖评选结果公布，此次
评选共收到来自全国范围内各机构独立
或共同申报的 161 个案例，经过三轮投
票，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
宁中院”）审理的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重整案榜上
有名。“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
例是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和司法智慧的结
晶，对于类案办理起着统一裁判尺度、规
范法律适用的作用，是最生动的法治“教
科书”。2024年以来，西宁中院党组高度
重视典型案例培育工作，将案例研究与审
判实务深度融合，以典型案例培树提能
力、铸品牌、促审判，推动新时代法院典型
案例培育工作创新发展，打造出一批在省
内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例，走出
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典型案例培育之路。

慧眼识珠 从案件到案例的华丽转身

典型案例的培育不能指望等、靠、碰，
案子的先天资质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从案件
事实、法律关系和社会效果方面捕捉案件
背后的“闪光点”。湟中区人民法院审理
的一起电缆偷盗案中，被告人杨某某、李
某某经事先商议，意图盗窃电缆线。在盗
割电缆线时，杨某某伙同他人所持钢锯将
铁塔高压线路锯断后造成短路出现打火
现象，意识到危险遂驾车逃离现场。该案
中，被告人李某某虽未直接实施盗割电缆
行为，但因参与事前共谋、纠集人员并负
责望风接应，被认定为主犯，体现了“行为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为核心的主
从犯区分标准。这一裁判规则突破了传
统“望风即从犯”的机械认定，强调对犯罪
整体危害性及行为人主观能动性的综合
考量，对同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成
功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城西区人民法
院审理的我省首例以认购碳汇方式实现
替代性修复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原
本以为就是普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

但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发现该案以认
购碳汇方式实现替代性修复，对司法助力
实现“双碳”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通过
精心审理，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为同类案件处理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精品意识 从普通到典型的选育管用

西宁中院把对典型案例的培育落实
到执法办案的每一个环节，强化每一名
法官的“精品意识”，建立起精准识别、精
心培育、精确运用、精细考核的“全链条
孵化”机制，用实际行动把一个个“小案”
办成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
典型案例。“被告人涉嫌盗掘古墓葬，判
处……”这本是一起普通的盗掘古墓葬
案，但西宁中院审理时发现本案“含金量”
较高，被告人盗掘古墓葬的行为对黄河流
域文化遗产保护有重要影响，及时将该案
列为典型案例培育对象，优选具有良好理
论功底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作为承办
人，对案件定性、文书制作、案例撰写、价
值定位等方面进行专门指导、全程跟踪，
确保案件质量与案例品质均达到优质标
准，该案成功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服
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
案例。西宁中院审理的西宁特钢及关联
企业矿冶科技协同重整案，首创“上市公
司与参股子公司协同重整”模式，为大型
企业集团重整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为青
海省产业结构升级注入司法动能，成为青
海破产审判的标志性成果，为全国同类企
业化解困境贡献了青海智慧，成功入选年
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提名奖。

积厚成势 从点上出彩到全面开花

5 件案件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3 件
案件获评年度“全国破产经典案例”提名
奖、1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典型案例、1件案件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例、1件案件入选最高人

民法院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典型案例、1件
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典型案例……这一个个典型案例，
是西宁中院久久为功，倾力实施典型案例
培育工程的“成绩单”。典型案例作为先
进司法理念、司法智慧和司法经验的传递
载体，以其具体性和参照性为类案处理提
供了可借鉴的一般标准和“样板”，让广大
法官无需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焦灼，
即可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惊喜，从而促进整体司法水平的
提升。通过典型案例培育以点带面，全市
法院争办精品、比学赶超的氛围日益浓
厚，广大干警实现了从工作只求“过得去”
到追求极致“排头兵”，见贤思齐、争先创
优的精气神被充分激发出来，推动西宁中
院质效更优、能力更强、风气更新。2024
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04779件，
审结 93960 件，同比上升 1.73%和 1.34%，
分别占全省法院的 51.8%和 50.97%，8 个
集体6名个人获得省级以上部门表彰。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指出：发挥
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是一项长期工程。
下一步，西宁中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典型案例
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培育机制，厚
植典型案例生成土壤，注重典型案例的
成果转化，着力打造典型案例工作新局
面，以实干之姿奋力推进西宁法院工作
高质量发展。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本报讯（记者 悠然）今年5月12日是第114个国
际护士节，连日来，西宁市各大医院纷纷开展形式多
样的系列庆祝活动，表达对护理工作者的敬意与关
怀，展现新时代护理队伍的精神风貌与专业风采。

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西宁市中医院
院内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养生操大赛拉
开了节日序幕。参赛的护理团队身着整齐工装，伴
随着舒缓的古典音乐，规范流畅地展示八段锦、太极
拳等中医养生操。动作刚柔并济、张弛有度，既展现
了护理人员扎实的中医基本功，也传递出中医“治未
病”的养生理念。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彰显了医院护
理队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充满艺术与文化气息的庆祝活动热烈展开。伴
随着热烈的欢呼声，平日里穿梭在病房的“白衣天
使”们华丽变身：动感十足的舞蹈，活力四射的舞步，
彰显着青春的蓬勃朝气；幽默诙谐的情景剧，用轻松
的演绎还原医护日常，引得台下笑声与掌声此起彼
伏。他们以多元的艺术形式，尽情释放对生活的热
爱，诠释着对职业的无限忠诚。为弘扬南丁格尔精
神，践行敬老爱老传统美德，青海红十字医院护理部
联合院内第四党支部特别策划了“温暖夕阳红”主题
公益活动，组织30余名医护人员走进城南颐和敬老
院，为这里的孤寡老人送去健康关怀与温暖陪伴。
同时，以“夯实基础、精进技能”为主题，组织开展了
岗位大练兵活动。经过全院各系列的层层选拔，来
自各科室的24名护理骨干同台竞技，围绕心肺复苏、
静脉输液等临床常用操作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西宁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护理工作是医疗
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护士在救死扶伤、疾
病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
次各医院开展的护士节系列活动，不仅是对护理工作
者辛勤付出的肯定，也希望借此契机，呼吁全社会尊
重、关爱护士，共同营造良好的护理工作环境。

本报讯（记者 一丁）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从5月12日开始至5月18日的这一周也是
防灾减灾宣传周。为推动2025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
动落实落地，面向全社会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和应急避险技能，5月12日上午，省防灾减灾救灾委
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在西宁市举行2025年防
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及主题宣传活动。

据悉，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
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活动聚焦
今年防灾减灾宣传主题，精心设置了科普知识展览、
应急器材展示、自救互救技能演示、互动体验、文化
演播等多个栏目和环节，还邀请了应急救援队伍、专
家学者为市民现场讲授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
能，帮助市民准确识别和规避风险。同时，省防灾减
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还协同省垣媒体对现场活动开
展融媒体直播，采取线上直播和线下科普宣传等方
式，提高活动传播度和覆盖面。

在装备展示区，无人机、搜救机器人、便携式救
援装备、警用防护装备、家庭急救设备等一一亮相，
工作人员向市民耐心介绍装备性能和用途，在宣传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成效的同时，也向市民展示了我
省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水平；在知识宣传区，工作人员
结合本行业领域灾害风险特征，通过发放宣传图册、
播放宣传视频、设置咨询台、现场讲解答辩等形式，
向市民科普各类防灾减灾知识技能，共发放宣传资
料2万余份；在互动体验区，工作人员通过AR体验、
游戏互动等方式，让市民对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紧
急避险等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有效提升了市
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此外，为深入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活动，
在南川园区、生物园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
室还依托相关企业单位，开展防震应急和紧急疏散
演练，有效提升企业防灾减灾能力。宣传活动共布
置展位80余处、展示救援装备600余件套、开展应急
演练2场次、26万余人在线观摩直播活动，较好地营
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为全省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奠定了基础。

西宁法院以典型案例培育助推司法高质量发展
我省启动

2025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有一座温
暖的生命港湾，默默守护着无数野生动物
的生命。

这里不仅是野生动物的“急诊室”和
“疗养院”，更是它们的“育儿所”，见证着
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与延续。

这里就是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
心，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全国唯一雪
豹繁育研究长期科研基地，它承担着全省
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的重任，多年来致力于
野生动物救护、保护、研究等各项工作，积
极发挥科普职责，引导公众保护野生动物。

雪豹雪豹““凌小蛰凌小蛰””的重生之路的重生之路

今年3月5日，正值惊蛰，一只来自玉
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的濒死雪豹
幼崽被紧急送往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
中心。因疑似高空坠跌，它颈椎骨折、后
肢感染，被巡护员发现时已危在旦夕。“它
的身形干枯、四肢僵硬，头颈后仰呈‘反
弓’状，颈椎有一定程度的骨折，左后腿有
外伤，体温低于正常水平，情况十分危
急。”回忆起初见时的情景，青海野生动物
救护繁育中心高级畜牧师齐新章语气中
仍带着震颤。

面对这只脆弱的小生命，救护中心迅
速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金艺鹏
教授团队，共同制定了抢救与治疗方案。
保温、吸氧、营养支持、纠正脱水与电解质
紊乱、抗菌消炎和调整肝功能……每一个
环节都至关重要，每一次治疗都饱含着救
护人员的希望。

5月5日，“凌小蛰”被救护两个月，它
已经能上蹿下跳了，吃完东西后，会在笼
舍里玩玩具。虽然它的颈前部脊髓仍存
在轻度压迫与炎症，需进一步治疗，但救
护人员持续调整治疗方案和护理措施，陪
伴它走向康复。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对于维护山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
义。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
致力于雪豹的救护与繁育，此前已成功
救护多只雪豹，并帮助部分雪豹重返自
然。像 2017 年救护的雌性雪豹“凌霜”
是国内首只使用核磁共振技术进行神
经学诊断的雪豹；2021 年救护的雄性雪
豹“凌蛰”经野外救护、系统医疗后，佩
戴卫星定位项圈被成功放归至祁连山
国家公园，创造了中国首个雪豹救护
后佩戴卫星定位项圈放归的经典成功
案例。

秃鹫秃鹫““小煤球小煤球””的新生希望的新生希望

今年2月8日，两只被救护的秃鹫在
救护中心猛禽谷东侧人工巢穴产下一枚
卵。经过 54 天的孵化，雏鸟于 4 月 3 日
18:30 破壳，工作人员为它取名“小煤
球”。4 月 4 日傍晚，饲养团队通过远程
监控系统发现，这对秃鹫夫妇出现拨弄、
踩踏雏鸟的行为。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
育中心主任何顺福介绍，这对秃鹫夫妇
曾在 2022 年成功孵化一只秃鹫雏鸟，由
于缺乏育雏经验，在破壳第二天将雏鸟
抛下山谷，使雏鸟死亡。为避免悲剧重
演，工作人员果断作出取出雏鸟人工育
雏的决定。

刚取出的“小煤球”体重180克，虽属
正常范围，但叫声微弱、乞食行为不明
显，体况虚弱。工作人员将其放入动物
恒温保育箱（动物 ICU）中，开始了长达
20 天的 24 小时不间断护理。饲养员袁
强每天精心照料“小煤球”，看着它一天

天茁壮成长，袁强的脸上满是欣慰：“现
在天气也热了，小煤球的各项身体状况
也都不错，我们每天会把它拿出来晒半
个小时的太阳。”

如今，破壳三周的“小煤球”体重已达
750 克，各项发育指标正常，成功脱离危
险。若“小煤球”最终成活，将填补国内秃
鹫雏鸟人工繁育成功的记录空白，极有可
能成为全国首只人工繁育成活的秃鹫，这
将推动青海省在猛禽繁育和保护领域实
现新突破。

多年来，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致力于猛禽人工繁育，陆续解决了巢材不
足、亲鸟弃孵、极端天气、孵化干扰等技术
难题，目前已掌握包括人工巢穴搭建、亲
鸟行为诱导、繁育过程监控、育雏期营养
调控等核心技术。救护中心曾在 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三次人工育雏高山
兀鹫雏鸟成功，为秃鹫人工育雏积累了宝
贵经验。秃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食腐猛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尤其在青藏高原等脆弱生态区其
保护意义深远。

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个
守护高原生灵的生命方舟，自成立以来，
共收容救护野生动物雪豹、普氏原羚、黑
颈鹤、黑鹳、藏棕熊、胡兀鹫等 62 种 2000
多只，近三分之一恢复野外生存能力的
野生动物成功放归野外。在雪豹、荒漠
猫、黑鹳、猞猁放归科研监测方面创造了
系统救护与个体科研监测相结合的经典
教科书式案例，实现了动物医学与生态
保护学的紧密结合，创造多个国际、国内
首次。 （记者 师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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