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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段亚慧 王秀琴）

连日来，我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

造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项

目总投资 5100万元。

记者在盐湖三小区施工现场看

到，工人们各司其职，有的在入户打

孔，有的在焊接燃气立管，现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们现在正在施

工的是户内外天然气管网改造。这

个小区原来使用的立管都是室内的，

燃气灶上的软管也已老化，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因此，我们这次把居民

使用的软管改成常用的螺旋不锈钢

管，它的特点是密封性好、抗腐蚀性

强。同时，把室内的立管改到室外，

可以极大地提高安全性。”该项目建

设方负责人张斌介绍道。项目主要是

针对部分小区的薄弱环节，结合居民

的实际需求确定改造的内容，将切实

解决我市多个小区存在的基础设施老

化问题。

小区提质改造，一头连着城市发

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看着热火朝

天的施工景象和小区一天天的新变

化，居民们对此充满期待，也十分支

持。届时，这些小区将旧貌焕新颜，居

民们也将享受到更加舒适、安全、便捷

的生活环境，幸福感也将大幅提升。

据悉，我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

改造建设项目，包括燃气、供热、排水

三大项，改造内容涉及 19个小区的庭

院管道和立管改造，28 个小区共 8591
户的户内设施的改造。此外，还有 9
个小区的供热改造和一个小区的排水

改造。目前，所有改造工作都在有序

进行中。

施工现场。 记者 段亚慧 摄

青海新闻网讯（记

者 陈 郁 蒙 珝） 近日，

在青藏高原腹地格尔

木±400 千伏换流站扩

建工程施工现场，第二

台换流变压器抽真空注

油工作正有序开展，该

工程进入关键阶段。此

次抽真空注油工作采用

了先进的智慧化安装实

时监测系统，并结合高

原环境特点，首次引入

自动补氧装置，为换流

变压器的稳定运行提供

了坚实保障。

抽真空注油是换

流变压器安装过程中的

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

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为确保工作高

质量完成，工程团队采

用了“预清洗油管路系统+智慧化安装

实时监测系统”相结合的方式。预清

洗油管路系统在注油前对油路进行了

深度清洁，有效去除了油路中的杂质，

为换流变压器提供了洁净的内部环

境。智慧化安装实时监测系统则对抽

真空和注油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如真

空度、油流速、油温等进行了 24 小时不

间断监测。该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实

时采集数据，并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

故障预警和诊断，确保整个流程的精准

性和安全性。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高原地区空气

稀薄的特点，工程团队特别研发并引入

了自动补氧装置。该装置能够在抽真

空过程中实时监测氧气浓度，并根据需

要自动补充氧气，确保变压器内检修人

员安全。“智慧化安装技术和自动补氧

装置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

大幅降低了高原变压器内检风险，为换

流变压器的长期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

基础。”该项目技术员韩广玉介绍道。

据了解，第三台换流变压器已于 3
月 15 日运抵施工现场。为确保第三台

换流变压器的顺利安装，施工项目部制

定了详细安装计划，而智慧化安装实时

监测系统和自动补氧装置将继续发挥

重要作用，实现对安装全过程的精准管

控。项目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

强了施工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确保安装

工作高质量完成。格尔木±400 千伏换

流站扩建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服务“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项目，也是青

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关键

工程。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青海

新能源外送能力，促进西北地区新能源

消纳，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发展。

“一镇六地”绘就乡村振兴新答卷
——郭勒木德镇以多维突破书写高质量发展篇章

□ 记者 夏静

近年来，郭勒木德镇深挖自身资

源优势，积极投身产业“四地”建设，统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创新提出“一镇六地”发展思路，助力

实现农牧业提质增效、乡村环境宜居

宜业、农牧民生活富裕富足。

聚焦产业兴旺目标，锻造乡村产

业发展“重要承载地”。成功申报 8个
省级试点村，小岛村、阿拉尔村入选

省级“321”工程产业示范村，引入财

政衔接补助资金，落地项目多，为产

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此基础

上，孕育出新华村有机肥、红柳村田

园综合体、西村编织袋厂、小岛村叮

咚纯净水厂、富源村粮油加工车间等

多个示范样板，催生出多元产业模

式。2024 年，郭勒木德镇总收入跃过

千万元大关，成就 3 个百万级产业强

村，农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约 2万余元。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筑就高原生

态宜居“优质涵养地”。在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改善，以农村牧区环境净化

为“切口”，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

处理，推动解决“脏乱差”顽瘴痼疾，

开展青藏公路、格茫公路、城乡接合

部等重点区域集中卫生整治，全镇城

乡环境正从基础的“清干净、保持住”

阶段向更高层次的“补短板、建机制”

阶段升级。当下，全镇所有村庄的生

活垃圾均已得到有效治理，农业村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的村庄占比

81.2%，农牧区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狠抓质量安全监管，筑牢绿色农

畜产品“安全供给地”。积极融入我

市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发

展大局，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从传统

种植养殖迈向品牌塑造与规模化经

营，全力拓展绿色有机产业版图，大

力发展枸杞、蒙古羊、藜麦等特色产

业。辖区内现有有机枸杞企业 3 家、

有机肥生产企业 1 家（沛润有机肥

厂）、智慧农业田园综合体 2 家 (苏弥

山庄、仁达合作社)，有机红枸杞种植

面积 8120 亩、年产量 0.244 万吨，黑枸

杞种植面积 0.2 万亩、年产量 0.06 万

吨，天然草场 1091.5 万亩、牛羊 93742
头（只），是全市乃至全州重要的农产

品保障供应地之一，其中仁达合作社

作为重要的乡村支柱产业，每年向全

市市场和军警部队供应蔬菜 500 吨、

瓜果 50 吨、生猪肉 72 吨，在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激发美丽乡村活力，培育乡村旅

游休闲“优选目的地”。辖区内风光

旖旎，还有多个 4A 级景区，城郊各

村深挖农家餐饮、田园采摘等本土

特色，近郊旅游产业蓬勃兴起，阿拉

尔草原文化度假村、红柳山庄农家院

等乡村产品纷纷涌现。乡村基础设施

日臻完善，道路愈发畅达，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农产品销售和手工艺品产业

联动发展，为农牧民拓宽了增收渠

道，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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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万元民生投入落地有声

市政协工作联络组、工作室、委员“中心户”工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叶西措 沙磊）3 月

31日，市政协工作联络组、工作室、委员

“中心户”工作座谈会召开。市政协主

席胡开东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

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省委书

记吴晓军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以及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州政

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精神；通报了 2024年
度市政协各专委会、政协工作各联络组

社情民意信息和大会发言情况；政协工

作各联络组、委员协作“中心户”、委员工

作室汇报了 2024 年工作情况和 2025 年
工作计划，并进行了座谈交流。

会议指出，界别是政协的显著特

色和突出优势，委员作为界别履职的

主体，要积极参与市政协的调研、协

商、监督、视察等活动，做好提案、社情

民意信息、微建议的提交。各政协工

作联络组是实现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

的重要平台，是委员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的重要桥梁，是作为政协履职的延

伸和拓展。要加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工作，发挥委员工作室的平台作用和

委员协作“中心户”的示范带头作用，

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

会议强调，政协委员要结合今年市

政协重点工作安排，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为民

办实事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要创新工

作思路，丰富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平台

作用，聚焦人民群众身边的教育、医疗、

就业等民生实事，积极建言献策，成为

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之间的“连心

桥”，真正将联络站打造成深入基层、服

务民生的“幸福驿站”。

王启基、光明、齐晖、刘新甫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