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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青海片区七年生态焕新

本报讯（记者 小蕊）日前，记者从省水
利厅获悉，引大济湟北干渠二期和西干渠
工程田间配套项目通过通水阶段验收，标
志着工程田间配套项目建设内容已全部
实施完成，工程满足通水要求，具备运行
条件，为下一步工程竣工验收和全面发挥
效益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引大济湟北干渠二期、西干

渠工程田间配套项目作为工程重要组成
部分，承担着保障农田灌溉“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任务，覆盖 2 市 4 县 （区）
24 个乡 （镇） 122 个行政村。项目总控
制 灌 溉 面 积 70.05 万 亩 ， 此 次 验 收 的
49.94 万亩由青海省引大济湟工程建设
运行局组织实施，其中北干渠二期工程
27.07 万亩共配套斗农毛各级管道 12138

条长 3260 公里、蓄水池 962 座、减压池
2739 座、各类井池 12581 座；西干渠工
程 22.87 万 亩 共 配 套 斗 农 毛 各 级 管 道
7265 条长 2240 公里、蓄水池 1483 座、
减压池 1388 座、各类井池 6891 座。地
方 拼 盘 实 施 的 20.11 万 亩 已 由 地 方 水
利、农业农村等部门按行业管理要求完
成验收。

本报天津讯（记者 王琼）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级
盐湖产业基地的重大要求，5月12日，由西
宁市和天津大学共同举办的“打造世界级
盐湖产业创新服务基地”专业训练营在天
津大学正式开班。

自1月14日，西宁市政府与天津大学
签署合作共建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服务
基地协议以来，双方从促进创新资源共
享、科技研发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高端人
才引育等方面深化合作交流。4 月，天津
大学主要领导专程赴宁考察对接，就全方
位多层次整体性合作达成共识，此次专业
训练营正是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的关键

节点举办，意义重大。
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精心设置课程

体系，积极对接优质师资力量，围绕盐湖领
域的前沿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创新模式等
内容，邀请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
研究所、青海大学顶尖专家学者进行授课，
采用理论知识讲解与实践案例分析、现场
考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力求提升学员业
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值得一提的是培训期
间将组织学员在充分吸收转化专家授课内
容、现场教学的基础上，围绕分组主题，深
入分析西宁市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服
务基地工作基础、发展优势、短板不足，群
策群力、集思广益，研究提出下阶段发展思

路和方法路径，形成课题研究报告。
当前，我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建设产业“四地”的
重要指示精神，“芯”级作用突出，产业发展与
天津大学学科专业优势高度契合，合作基础
良好。今后，双方将在盐湖产业、新能源、新
材料等关键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校地
工作专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据悉，此次专业训练营5月11日至19
日为集中培训时间。学员们纷纷表示，此
次专业学习是提升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宝贵机会，他们将以此次学习为新起
点，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为西宁市打造世
界级盐湖产业创新服务基地贡献力量。

引大济湟北干渠二期

西干渠工程田间配套项目通过通水阶段验收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5月13日，记者从西宁
市人才办获悉，为搭建人才与机遇的黄金桥梁，助
力各界英才逐梦西北热土，“凤栖夏都，聚宁圆梦”
大型人才交流系列活动将于5月16日15:00在西
宁中心广场启幕。

据了解，本次人才交流会集政府引才、企业纳
贤、精准对接于一体，17家事业单位携教育、医疗、
科研等领域的40个优质编制岗位现场招贤；92家
知名企业释放涵盖新能源、数字经济、生态环保、
文化旅游等热门赛道的2428个高含金量职位，从
技术研发到管理运营，满足应届生、资深人才、高
层次专家的多层次需求。活动现场特设“人才咨
询专区”“职业规划指导”“政策解读窗口”等一站
式服务，由人社专家与企业HR坐镇，帮助求职者
快速定位适配岗位，提升人岗匹配效率，让机遇与
才华“双向奔赴”。

参会指南
时间：2025年5月16日（周五）15:00-18:00；
地点：西宁中心广场（交通便利，多条公交

直达）；
建议准备：个人简历、学历及技能证书复印件。

“凤栖夏都，聚宁圆梦”

大型人才交流系列活动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 措毛 摄影报道）5月13
日，在第三十五次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
市区两级残联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在西宁
中心广场举办以“弘扬自强与助残精神 凝
聚团结奋进力量”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全
市相关单位、残疾人代表、爱心企业、助残

工作者、志愿者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舞蹈、声乐、朗诵……残疾人通过多

种形式的精彩表演，展现了他们身残志
坚、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
政策宣传区、残疾人作品展示区、盲人按
摩区、现场义诊区、职业招聘区、志愿者服

务区、信息无障碍体验区等 7 大功能区。
志愿者们身着醒目的红马甲，穿梭于各个
区域之间，协助残疾人参观体验。在政策
宣传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板，宣传册
发放等方式将残疾人康复救助、托养服
务、补贴发放、就业扶持、社保补贴等惠残
助残政策送到市民手中。活动期间，累计
发放宣传资料 12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480多人。残疾人作品展示区内，刺绣、文
创书签、手工串珠等400余件精美的手工
制品琳琅满目，彰显着残疾人的自强自立
精神风貌。盲人按摩区，5 位专业按摩师
为群众免费进行按摩，受到了广泛好评。

为了助力残疾人就业创业，活动还邀
请30家单位进行残疾人招聘活动，共吸引
残疾人2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233个，现
场求职登记42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8人。

“通过今天的助残日活动，我感受到
了社会对残疾人的深切关爱和温暖。”残
疾人申冰新激动地说，“这样的活动不仅
为我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营造了
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衣凯玥）为助力第二届
“大美青海 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顺利举办，
日前，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
300余名青年志愿者参与赛事志愿服务保
障工作，以青春之名，为这场高原足球盛
会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为确保志愿服务专业高效，团市委围
绕赛事需求，精心制订志愿者岗前培训计
划。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培训课程，将队
列形象塑造、岗位职责、突发事件处置、标
准化工作流程等内容纳入实际操作培训
范畴，为赛事服务筑牢专业基础，提供优

质高效的志愿服务。
开幕式当天，青年志愿者们迅速进

入角色，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投
入到各项服务工作中。30 名青年志愿者
配合赛事接待组，承担起政务接待任
务。他们在主席台、嘉宾区用真诚的微
笑和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嘉宾都感受
到了西宁青年的热情。20 名青年志愿者
担任开幕式方阵的执旗手，他们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手中的旗帜随风飘扬，充
分展现了青年志愿者蓬勃向上的青春风
采。同时，团市委积极对接赛会需求，精

准认领赛会整体志愿服务任务，组织青
年志愿者分别在场内、场外开展赛事志
愿服务保障工作。场外，青年志愿者协
助公安等部门开展入场检票、场外巡逻
等工作，为赛事的安全有序保驾护航；场
内，青年志愿者根据点位安排，开展赛前
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应急救护、文明劝
导、卫生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他们积
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
精神，以热情周到的服务、认真负责的态
度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本次赛事
的顺利举行贡献了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进一步提升
商圈从业人员和消费者的禁毒意识，筑牢
全民禁毒防线，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近日，城西区禁毒办联合文汇路街道办事
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站、文博路派出所和
海湖广场社区在唐道·637开展了“禁毒宣
传进商圈”主题宣传活动，以多元化、互动
化的宣传形式，将禁毒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
传横幅、摆放禁毒知识展板、发放禁毒宣传
手册等多种形式，向商圈内的商户、从业人

员和过往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宣传手册内
容丰富，涵盖了毒品的种类、特征、危害以
及防范毒品的方法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让群众深刻认识
到毒品的严重危害。同时，设立了禁毒咨
询台，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
问题，与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深入讲解毒
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以
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识别毒品陷阱、拒绝
毒品诱惑。此次“禁毒宣传进商圈”活动，
有效提高了商圈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对毒品

危害的认识，增强了他们的禁毒意识和抵
制毒品的能力，在商圈内营造了浓厚的禁
毒宣传氛围。许多商户和群众纷纷表示，
将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共同维
护商圈的和谐稳定和良好形象。

下一步，城西区禁毒办将持续推进禁
毒宣传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和内容，
扩大禁毒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建立常
态化的禁毒宣传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禁毒的强大合力，为构建无毒社会、守
护人民群众健康幸福贡献力量。

西宁市“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创新服务基地”专业训练营在天津大学开班

我市开展第三十五次全国助残日活动

禁毒宣传进商圈 筑牢社会安全线

好消息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传
来！

自2017年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
工作以来，公园在生态保护方面成绩斐然，区域生
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祁连山作为我国西部关键
生态安全屏障，其生态状况关乎黄河流域和西北
诸河的水源供给，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
域之一。

系统守护系统守护，，筑牢西部生态防线筑牢西部生态防线

早在2005年，省政府就成立了祁连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2013年，全面实施《祁连山生态环境保
护和综合治理规划》。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
来，一系列生态保护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涵盖林草
湿沙、冰川冻土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等方面。

2022年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
合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及祁连山区生态保护建设成效进行系统评
估。结果显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生态恢复效率显著提升：生态监测网络不断扩大，
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和体系初步
确立，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升，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生态文明意识和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示范
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从生态服务功能来看，祁连山区和青海片区内
植被面积、覆盖度、生产力显著提高，植被生态质量
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强，退化草地得到有
效恢复，固碳释氧、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
大幅提高。同时，保护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形成由1
个省级管理局、2个州协调办、4个县分局、9个管护
中心和40个智能管护站组成的管理网络，并创新建
立多方协同机制，管理能力持续增强。

数据亮眼数据亮眼，，见证祁连生命复苏见证祁连生命复苏

祁连山生态保护建设区面积630万公顷，涉及
10县（市、行委）及大通牛场。评估显示，该区域气
候呈暖湿化趋势，植被覆盖面积较工程实施前增
加4.73万公顷，水源涵养能力、空气质量和固碳释
氧功能显著增强。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面积 158 万公顷，
覆盖4县（市）20个乡镇。试点建设以来，区域气
候暖湿化趋势明显，植被面积增加 0.97 万公顷，
覆盖度平均提升 1.45%，60.17%的退化草地恢复
生机，水源涵养量、空气质量、固碳释氧量均实现
大幅增长。

物种普查物种普查，，解锁高原生态密码解锁高原生态密码

作为我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陆域优先区域
之一，祁连山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后，以雪豹监测为引领，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
调查，摸清生态本底：发现脊椎动物282种、无脊椎
动物522种、维管束植物543种等，更惊喜记录昆
虫新种40种、中国新记录10种等。

旗舰物种研究成果丰硕：雪豹种群数量与分
布逐步明晰，荒漠猫集中分布区在门源被发现，
黑颈鹤迁徙繁殖规律得到掌握。这些发现不仅
填补了科研空白，更见证着祁连山生态系统的蓬
勃生机。 （记者 刘瑜）

志愿服务为青超联赛添彩助力青超联赛添彩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