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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付盛
浩尔娃 巴图那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都兰县诺

木洪枸杞地里，一颗颗成熟的小红果缀

满枝头，采摘工满怀着期望，走向田野，

大片的枸杞晾晒场映红了柴达木盆地，

在枸杞加工厂里，工人们忙着清洗、晾晒

和烘干新鲜枸杞，红彤彤的枸杞映红了他

们的笑脸，也映红了柴达木的好“丰”景。

都兰县宗加镇诺木洪地区实行地

面滴灌的节水灌溉措施，同时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走上了一条节水绿色的发展

之路。烈日下，三台枸杞地专用割草机

正在枸杞地里割草作业，黑色滴灌带管

里正在渗出一滴滴水，滋润着枸杞根

部，实现精准高效灌溉。

“在诺木洪地区，传统的管灌和漫

灌的方式，每年的耗水量大概在 380 立
方米每亩左右，通过我们改造滴灌技

术，现在每年每亩地的用水量大概在

230 立方米左右，每亩地的节水率大概

在 40%。”青海科杞农林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佐跟说。

在青海昆仑河枸杞有限公司种植

的枸杞地里，地面上整齐排列着黑色的

细管，有的管子悬挂起来，将水和肥料

通过管线上的小孔准确地滴入枸杞的

根部。谈起这套滴灌设备，基地负责人

罗晓旭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笑意。“原

来 60 亩地大水漫灌需要两天两夜。现

在用了滴灌，一个人工五六个小时就可

以完成。”罗晓旭说，“大水漫灌需要人

工施肥，费时又费力。现在只需要用水

溶肥搅拌以后，输送到内灌管道里，也

是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随着互联网浪潮和数字经济的迅

速发展，柴达木枸杞也插上了“数字化”

“智能化”翅膀，红红的枸杞也乘着电商

的东风，越来越红火，从“红色名片”变

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我们打

算进驻柴达木枸杞基地，利用线上与线

下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与售卖柴达木

有机枸杞。”青海藏地九哥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金福全说。

一串串鲜红欲滴的小红果压弯了

枝头，蓝天、白云、枸杞林相映生辉，一

幅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柴达木的枸杞红了

柴达木日报讯（通讯员 暴海宏 孙

勇）青海油田精心组织天然气提产工

作，为即将到来的保供季蓄能。截至 9
月 4日，青海油田天然气年累计采施、维

护增气量达到 8.05亿立方米。

青海油田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公司

和青海省能源保供相关要求，积极履

行保民生的央企职责，进一步研判目

前的开发生产形势，提前谋划，统一部

署。近期将成立 2023—2024 年冬季保

供专班，深入生产现场，统筹天然气保

供期间的各项工作，保障天然气产量

上得去、稳得住、供得好。

今冬明春保供季，青海油田明确了

4个保供目标。即全年天然气产量 60亿
立方米、12月日均产气 1675万立方米、

12月底具备短期峰值能力 1700万立方

米、保供期间累计产量27.6亿立方米。

青海油田抓实“老井稳产、新井提

产、措施增产、工程保产、新区上产”五

项工作，稳步提高气田产能，确保保供

目标如期实现。

严控老井自然递减率。落实控递

减举措，坚持气井“123”工作法，推行

气藏网格化管理，重点抓好“精准维

护、控砂液面”工作，从地下、井筒、地

面系统保障老井稳产，将气田自然递

减率控制在 16.3%。

加大措施日增气量。优化措施结

构，打好防砂治水进攻战，扩大防砂、酸

化规模；精细单井论证，严守投入产出

比，通过地质工程一体化，持续升级主

体工艺、提升有效率，确保措施增产

13.5亿立方米以上。

加快新井投产。抓实“钻井速效、

投产进度、新井产量”3项指标，开展未

达产井治理，确保年度产能贡献；加

快完成昆特依开发方案、涩北井网调

整方案等方案编制，做好 2024 年产能

储备。

工程投运保产。定人、定责、定

时，推进地面工程建设，消除瓶颈，为

低压井产能发挥提供保障。勘探新区

上产。紧跟勘探做好试采准备，力争

早日拿到试采产量。

结合产销形势，青海油田编制了

“正常产销、压非保民、极端情况应急

保障”3个专项方案。保持与国家管网

北调中心、西部管道、天然气销售及下

游用户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结合外输

压力及气田产量情况合理调整管网运

行，确保天然气产销最大化。保供期

间，老动力资源优先保障气田，提高冬

季生产效率。

青海油田“抢产备战”冬供季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

讯员 陈文芳）新学期如期而至，为了

鼓励青少年认识税法、了解税收，日

前，德令哈市税务局为“小小税务体

验师”送去一堂别开生面的税法宣

传课。

课程以“小小的种子 大大的梦想”

为主题，通过税法知识讲解、现场提问

答疑、小朋友们分享身边的税收故事、

电子税务局实地观摩体验等理论加实

践的方式加深小朋友们对税收“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理解。

课堂上，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小视

频、PPT、列举身边的例子等方式，从税

收的概念出发，循循善诱，用浅显易懂

的语言让孩子们明白了税收与每个人

的密切联系。

之后，同学们纷纷上台分享自己

了解的税收小故事，并朗读《税是谁 为

了谁》《为国聚财 为民收税——致可敬

的税务工作者》《税务工作者的一小

时》等故事，孩子们的朗读声充满感染

力，让税收故事真正从书本飘入了课

堂。“今天的小课堂让我学习到了‘税’

不只是大人的事，还和我们有很大的

联系，以后我要争当‘税法小小宣传

员’，长大后要成为诚信纳税的好公

民。”在场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对税收有

了新的认识。

为了满足学生们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税务干部邀请部分学生作为“小小

税务体验师”走进办税服务厅，参观办

税窗口、导税台、体验自助办税区等多

个功能区，了解办税服务窗口设置、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接听流程、学习电

子税务局操作等，让同学们零距离感

受税务工作，用亲身体验拉近了税收

与自己的距离，对纳税服务和智慧税

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用“税务蓝”点亮青春色彩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田格斯）9月
4日，首届生态摄影展暨天峻织合玛国际

生态摄影小镇启动仪式在天峻县举行。

展会展示了近年来鲍永清、李善

元、李应平等摄影冠军在国际国内权

威摄影大赛中的获奖作品，集中展示

了一批展现祁连山生物多样性、野生

动物、自然风光等高质量生态摄影作

品。在“我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故事”

分享会上，摄影家分享了野生动物拍

摄的幕后故事，分享了在亲近自然、融

入自然、保护自然中用镜头记录天峻

生态的感受心得。

首届海西天峻摄影展的举办，鼓

励了更多摄影爱好者把对自然生态的

细致观察和对大美天峻的无限热爱，

转化为用镜头记录天峻、展示天峻、宣

传天峻的干劲和热情。以此次摄影展

举办为契机，以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

为主攻方向，加快“旅游活县”战略步

伐，全面融入“全域旅游·全景海西”发

展战略，完善旅游要素、补齐旅游短

板，加大旅游宣传推介，推动海西天峻

生态旅游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天峻县首届生态摄影展启动

青海日报讯（记者

刘法营 苏烽）2023年，推

动经济全面恢复和谋求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海西州德令哈市锚定“工

业强市”目标，倾力推进

“重点产业突破年”行动，

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

体系，为工业经济实现新

突破集聚新动能。

推进制造业奔向高

端化、规模化。延展盐

碱化工产业链条，研发

纳米级、食用级、医药级

纯碱，引进高端光伏玻

璃 、金 属 钠 等 后 端 产

业。稳步扩大高纯氧化

镁、氢氧化镁、高氯酸盐

等基础性产能，重点发

展铝镁合金、镁锂合金

产品。立足州内丰富的

锂资源优势，借力发展

六氟磷酸理电解质、三

元正极材料、金属锂、储

能电池等锂电产业。依

托丰富的石英砂资源，

加强与行业头部企业对

接，扩大高纯晶硅产能，

引进单晶硅、光伏电池

等重点产业项目。

推进能源经济向多

元化、低碳化迈进。基

地化、规模化开发光伏、

风电等绿色能源，辅以

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

制氢等消纳调节手段，

加强电能替代，构建以绿色能源为

主体的能源供给系统。布局氢能

产业，重点开展灰氢回收、氢制取、

氢储运及能源替代产业链。

推动生产要素踏上低成本化、

绿色化台阶。挖潜新能源在工业

领域的广泛应用，借助源网荷储一

体化、打造近零碳产业园。全力推

进电力走廊建设，完善电力基础设

施，并通过大幅度提高新能源弃电

利用率，提升工业绿电占比，降低

工业企业用电成本。动态掌握企

业用水需求，加快蓄集峡水利枢纽

工业供水工程二期项目步伐，为企

业提供要素保障，同时以推进德令

哈工业园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升级，

为绿色发展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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