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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西宁5月 22日电（王惠平

权晨 孙睿）记者 22 日从青海省气象局

获悉，高原无人驾驶大气垂直探测试验

日前在青海成功开展。

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组织、青海

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之无人驾驶垂直

探测野外试验日前在青海省海西州格尔

木市、茫崖市成功开展。该试验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徐祥德担任总指挥，多家试

验单位专家及工作人员联合安排部署，全

力保障青藏高原二次科考工作顺利进行。

据介绍，此次试验设计了两辆无人

驾驶车载垂直气象观测系统，以格尔木

和茫崖探空站为基础，同步开展对比观

测，其后试验车分别从茫崖和格尔木出

发，穿越柴达木盆地腹地无人区，获取

了该区域大量的垂直大气温度、相对湿

度、风速风向等多种气象观测资料，成

功验证了在高原无人区无人驾驶车载

垂直观测系统的可行性。

该试验以无人驾驶车为行驶域、以

移动大气垂直探测系统为业务域，两者

结合构成大气垂直结构动态气象监测系

统，借助微波辐射计、GNSS/MET、无线

电探空等观测设备，实时获取垂直大气

观测数据，满足了高原无人区、沙漠戈壁

区等恶劣条件下长续航观测需求。后期

试验将结合卫星资料、数值预报同化系

统，开展数据分析及同化模拟试验，进一

步评估无人驾驶垂直观测的科学性。

该试验的开展将有效解决青藏高

原气象观测站点不足、高原数值模式预

报敏感区及对流发展源区对流发展旺

盛时段的连续探测数据难获取等问题，

为后期高原无人区大气垂直结构常态

化全天候观测及开展青藏高原天气气

候变化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还可对提

升高原中小尺度系统的精细化捕捉能

力和精准预报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高原无人驾驶大气垂直探测试验在青海成功开展

大格勒乡倡导移风易俗 厚植文明新风
本报讯（记者 汪芳）近年来，大格

勒乡坚持把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巧用“积分制”“村规民

约”等方式积极引导村民不断转变观

念，提高文明素养，有效推动乡风文明

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文明活力。

乡党委、政府指导 4个村修订完善

了“接地气”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等融入

其中，同时将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环

境卫生整洁、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

费、崇尚厚养薄葬与文明积分、评优选模

等挂钩，彰显“约束力”。常态化开展“讲

文明、树新风”“除陋习、易新风”等移风

易俗宣传活动，大力倡导“红事新办、白

事简办”文明新风，指导全乡各村完善村

规民约、红白事操办公约，明确红白喜事

办理流程、标准要求，形成“一家办事全

村帮忙”“红白事集中操办”等婚丧事办

理新模式。

坚持党建引领，激发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营造党员带头勤劳致富、带头遵纪

守法、带头遵守村规民约、带头参与组织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的浓厚氛围。采取

“以点带面”的方式。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广场、农贸市场等村民聚集区

设点宣传移风易俗相关知识，通过“小场

面”带动讲好“小故事”、说清“大道理”。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广泛宣传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积极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让抵

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崇尚厚养薄

葬、爱护环境卫生、孝老爱亲、邻里和睦

等社会新风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指

导修订完善积分兑换管理制度。通过

积分内容群众定、方式群众议、结果群

众评，确保群众知情权与参与权，充分

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坚持精神鼓励为

主、物质奖励为辅，倡导积分结果与“红

黑榜”评议、“星级文明户”评定，以及

“最美庭院”评选活动等有机结合，充分

发挥“积分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兑出乡

风文明。

用“美丽庭院”示范户树立标杆，

以先进模范引领激励，形成示范带动效

应，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美丽庭院创建行

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垃圾，科学摆设

屋内家具，擦亮户内“颜值”，打造环境

舒适、干净整洁的美丽庭院，全面提升

群众精气神。

从因路而兴到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巨变
（上接一版）1954 年青藏公路通

车、1984 年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

2014年格库铁路开工建设……翻看格

尔木的整个发展史，交通的逐步快速

发展一直是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发展

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格

尔木形成了包含公路、铁路、民航和

管道等多种要素的立体交通运输网

络，由进藏“旱码头”变身为我国西部

地区通往藏、川、新、陇等地重要的交

通枢纽。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格尔

木“百万吨”炼油厂的投产、青海钾肥

厂二期工程开工以及盐化、石化产品

和西藏矿产等物资的大量外运，青藏

铁路运量逐年增长。

2006 年 7 月 1 日，青藏铁路二期

工程正式通车运营，自此被沿线各族

群众誉为“经济线、幸福线、生态线、

团结线”的“天路”从格尔木站向拉萨

延伸。最初，格尔木至拉萨开行 4 对

旅客列车，格尔木至西宁开行 6 对旅

客列车。随着青藏两省区经济和旅

游业的不断发展，短短几年后，格拉

段开行货物列车已增加至 10 对。铁

路所带来的巨大运输量，为这座城市

发展再一次注入了新的活力。

铁路有了，其他方面也不能落

后。民航事业是一个现代化城市的

重要标志，更是城市旅游和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为了构建现代化交通

格局，2002 年机场开始改扩建，之后

航班量和客运量开始快速增长，格

尔木民航事业也跨入了新的历史发

展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地处青新甘

藏四省（区）交界处，地理交通区位优

势明显，管道运输也是格尔木重要

的运输形式之一，涩宁兰输气管线、

花格输油管线复线、涩格天然气管

线复线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

使格尔木成为西部的资源运输枢

纽。到“十一五”末期，格尔木以公

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

式的骨架网络已经基本形成，交通

运输大幅增长，运输设施和装备水

平显著提高，向西部中心枢纽城市

转型的基础逐步奠定。

进入新时期，格尔木开始伸展“身

躯”，努力构建安全、便捷、绿色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在打造区域性交

通运输中心方面迈出新步伐，新枢

纽的地位得到持续巩固和升级。截

至“十二五”末，全市公路总里程

2832 公里，“南去西藏、北达河西走

廊、东到西宁、西至新疆”的放射式

公路网络，使格尔木成为连接甘、

新、青、藏四省区“十字型”交通枢

纽的重要节点。同时，格尔木地区

的铁路建设也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

时期。敦煌至格尔木铁路、格尔木

至库尔勒铁路项目开工建设；格尔木

至成都铁路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形成

了东至西宁、北达敦煌、南去拉萨、

西抵库尔勒、西南至成都的“卡”字

形路网结构。

铁路在发展，民航也开始腾飞。

2013 年，我市继续对机场航站楼、跑

道、夜航导航等设施进行改造，提高

了机场适航保障能力和国内航线航

班的通达能力；2014 年，再次实施改

扩建，新建航站楼面积 10000平方米，

新增停机位 6 个，使格尔木机场达到

4C级标准，格尔木至西宁、西安、拉萨

等航线相继开通。

“十三五”期间，格敦铁路青海境

内通车；机场航站楼、跑道、夜航导

航等设施功能完善；综合客运枢纽站

项目正在原址重建；新开通格尔木至

北京、上海、成都航班；农村公路升

级改造，极大方便了周边农牧民群

众出行……如今，每一个格尔木人都

可以感受到我市交通运输事业的蓬

勃发展。“十三五”以来，全市通车总

里 程 达 3293.516 公 里 ，其 中 国 道

1198.404 公里，省道 635.175 公里，农

村公路 1459.937公里。随着机场航线

的不断增加，格尔木机场连接发达地

区、通达重点旅游城市，搭建起对外

开放的“空中走廊”，为经济社会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过一次次

提速、一次次奋进、一次次跨越，格

尔木“铁、公、机”立体交通网络格局

不断完善，畅通无阻、联通内外的交

通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市民李涛是河南开封人，2009
年来到格尔木，他见证了格尔木交

通发展的显著变化。“机场开通了更

多航线，市区内的公路网也更加完

善，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快捷、便

利，格尔木这座城市也越来越具有

吸引力。”

为做足做活“枢纽”文章，挖掘这

座承载着独特区位优势的城市蕴含

的无数商机，格尔木站在战略机遇叠

加、政策红利汇聚的“风口”，促进国

家物流枢纽建设驶上“快车道”，不断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发展动力，我市

先后被确定为“一带一路”门户节点

城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陆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2020 年
入选 22 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2023年入选国家 102个现代流通战略

支点城市布局建设名单，全省副中心

城市迈向现代化的步伐更加坚定、更

加稳健。

交通兴则百业兴。“十四五”期

间，我市将以综合交通运输“转型提

升”为核心，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由补短板向增效能转型提升，推

进货物运输组织由畅其流向优其流

转型提升，推进服务公众出行由便其

行向悦其行转型提升，推进行业管理

向高效型转型提升。

今天，格尔木基础设施完备，交

通网络体系发达，国际货运班列来往

奔忙，一个个企业落户投产，物流业

集群快速形成……弹指一挥间，梦想

照进现实，高原陆港的开放水平不断

提升，枢纽作用不断凸显，一座港产

城融合发展的新城正在搭乘新时代

高速列车快速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