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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静 马俊杰）4 月 3
日，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会议召开，通报一季度安全生产、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开展情况和中央、省

州督导检查发现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查

找短板不足，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持续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

收官之年，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

之年，也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

键之年，做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至关重要、意义重大。各部

门、单位、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杜绝松劲心态和厌战情绪，全

面压实、靠紧、筑牢安全生产责任防

线，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

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大局持续稳定。

会议要求，要保持“如临深渊”的

风险意识，深刻汲取沉痛教训。从思想

认识、工作作风、能力素质等方面全面

检视、全面反思，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抓

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

项工作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以最严要求、最硬措施抓好安全防

控。要保持“如坐针毡”的不安心态，着

力防范重点风险。持续加强道路交通、

矿山、危化品、工贸企业、燃气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部位的安全监管，超前研判可

能出现的风险隐患，以系统思维、极限

思维强化重点监管、重点防控，落细落

实各项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

类事故发生。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教

育、水利、民航、铁路等其他行业领域也

要加强安全监管，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

全隐患，确保安全生产。要保持“箭在

弦上”的工作状态，抓实抓好应急防

范。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入企

业生产一线，进行全面检查，严格按照

“三管三必须”原则，进一步扣紧明责、

履责、督责和问责的责任链条，特别要

压实第一责任人责任，把各项工作扎实

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军及市安委会

相关成员单位和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

业负责人参加。

□ 记者 管晓静

经过 180多天的精心培育，4月
1日，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新科技有

限公司种植大棚里传来喜讯：120斤
带着晨露的“黄金菇”被小心采摘装

筐。这标志着我市特色农业再添

“新名片”。

走进羊肚菌种植大棚，记者看

到地面上大大小小的羊肚菌破土

而出，长势喜人。采摘工人们拿着

小刀，小心翼翼地把一朵朵已经成

熟的菌菇割下。在大棚的另一侧，

技术员杨永超和同事们正在观察

羊肚菌的生长情况。

羊肚菌生长过程中对湿度、温

度要求较高，同时做好土质、水分、

空气、生长密度等工作也特别重

要。杨永超告诉记者：“种植前期，

专门邀请甘肃的种植人员进行现

场指导，包括土壤消毒、杀虫等。

去年 10 月份，开始播撒菌种、浇

水。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年初升

温后我们开始浇灌补水。羊肚菌

对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土壤不仅

透气性要好、杀菌到位，而且湿度、

温度要求合适，温度在 15℃~18℃
最适宜。”

羊肚菌在冬季的生长周期较

长，种植技术人员每天要监测大棚

的温度和湿度。杨永超说：“在冬

天，我们白天会把保温层升上去，通

过日照让它升温，晚上再把棉被放

下来，保持温度，这样它才可以安全

越冬。”

在第一天的采摘中，该公司就

收获了 120斤的优质羊肚菌。杨永

超说：“目前羊肚菌的出菇率还是

挺高的，已经成熟的羊肚菌和后续

发出来的这些小菇总体来看密度

较高，试种效果比较理想。”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用菌，因

其菌盖表面凹凸不平、状如羊肚而

得名。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

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 7 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所以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羊肚菌在我市试种成功，不仅

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本地食

材，也为下一步我市特色农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公司生产科负责人袁艳梅

说：“下一步，公司将根据市场需

求，加大羊肚菌的种植面积，丰富

市民的菜篮子。后期我们会对更

多新品种进行试种，为我市农业发

展贡献力量。”

我市特色农业再添“新名片”

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

青海日报格尔木讯（记者 马振

东 通讯员 焦玉娟）4月 3日，在柴达

木盆地千里油气区，中国石油青海

油田分公司各项清洁替代项目正加

速推进，据统计，各项目投产至今，

累计发电量 2658 万千瓦时、节气量

201万立方米、减碳量超万吨。

据了解，青海油田大力推进清

洁替代项目，加快实现节能降碳增

效。尤其是近 4年来，青海油田清洁

替代项目陆续建成投运，包括自建

和试验项目 2 种模式，涵盖光伏、光

热、清洁能源综合利用 3 大类，共计

18 个项目。其中，盐湖气田已实现

100%绿电替代，建成油田首个零碳

示范区，涩北气田已建成高原“绿色

气区”，乌南油田成功打造高原“低

碳油区”，截至目前，油田清洁替代

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 28.8 兆瓦，累

计发电 2658万千瓦时。

与此同时，在做优清洁替代光

伏项目的同时，青海油田加快推进

节能降碳增效专项行动，大力推进

光热项目实施。做优做细光热项目

的规划、建设、运行、评价和优化提

升五个阶段，推进项目达产达效。

截至目前，油田 2个光热项目总装机

规模 2.6 兆瓦，累计节气 151 万立方

米，项目整体效能提升明显。

目前，青海油田积极打造青藏

地区综合能源低碳示范区，加大力

度摸清油田用能现状，优化用能结

构，形成具体方案，全方位深入推进

清洁替代工程，为助力青海省实现

“双碳”目标、守护柴达木盆地生态

环境贡献“清洁力量”。

青海油田加快“清洁替代”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菲菲）4
月 6 日，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消息，为进一步发挥重大项目

稳投资、促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

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省政府一季度

“开门红”部署要求，会同有关地

区、部门和单位抓项目、促投资，强

化统筹协调、重点攻坚，推动全省

铁路机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省发展改革委针对全省铁路

机场重点项目建设，组织安排制定

开复工方案，明确各项目开复工时

间表，加强对项目工程建设管理的

系统谋划和具体指导。积极协调

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加快复工

手续办理，不断强化各项要素保

障，西宁机场三期扩建工程、西宁

至成都铁路、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

程等一批重大项目全部于 3 月初

复工。

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

现场办公方式解决征地拆迁、行业

迁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

目建设高质量稳步推进。目前，西

宁至成都铁路青海段 16 座隧道已

贯通 7 座，其余隧道正洞及辅助坑

道持续掘进；桥梁、路基工程按计

划推进；化隆、尖扎、同仁站房工程

计划今年 4 月正式开工建设；西宁

动车所改扩建工程已完成初步设

计鉴修审查，正在报请国铁集团审

批。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已完

成新增 20 个会让站的主体施工任务，正在

抓紧推进剩余附属及房建收尾工程。与西

宁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空管、油料、场外供电、

道路等配套工程建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及

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确保配

套工程与机场工程同步推进。目前，西宁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新建 T3航站楼正在实施内

部弱电安检等设施设备安装和装修收尾；飞

行区垂直联络道和高架桥桩基、承台、墩柱

已全部完工；新建货运库和各单体楼进入收

尾阶段。

持续加强对铁路机场重大项目的安全

监督和调度管理，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项目建设单位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结合各项目实

际情况，提前研判、及早应对、聚焦问题、补

齐短板，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对标年度

目标任务，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全面推动项

目建设提速提效，特别是针对西宁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和格库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两个年

内即将建成投运的项目，省发展改革委协调

项目建设单位克服工期紧、任务重的实际困

难，统筹抓好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为项目

年内建成投运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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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 格尔木市聚焦产业

“四地”建设，突出人才赋能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人才发

展方向，有效驱动农牧业转型发展。

辨证论治，集聚优秀人才。紧

紧围绕枸杞、藜麦等特色农产品加

工，柔性引进技能服务型人才 6 名、

全产业链创新服务团队 3 个。紧盯

果蔬种植、畜禽养殖等基础产业发

展，培养“田秀才”“土专家”等各类

精英人才 21人，推荐入选青海省“昆

仑英才·乡村振兴”人才 1 名。全覆

盖选聘 44 名大学生到村任职，39 人

被列为村“两委”换届重点人选，为

农牧业发展集聚优秀人才。

对症施方，推进产教融合。构

建“专业团队+产业链合作+人才”

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深化与省内外

院校、科研院所合作，邀请省内外专

家进行服务活动，开展种植耐盐碱

油菜良种选育试验田 12 亩、筛选参

试耐盐碱作物品系 3个、培育防治枸

杞蔬菜等病虫害微生物菌 5吨、示范

推广 100亩微生物菌防治田。

重点调配，激发发展动能。发

挥致富能人、技能人才等优势，释放

“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带动效能，

红柳村农家餐饮服务中心等村集体

经济产业项目顺利投产落地。“康

普”“杞盛”“亿林”等 8 家涉农企业

入选“神奇柴达木”海西农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优品名录，有效提升农

畜产品输出能力。 （胡启龙）

格尔木有效驱动农牧业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