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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近日，省统

计局调研组深入我市重点企业开展统

计调研。

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

查阅台账等方式，了解各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存在的困难及下一步运行计

划，面对面解答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疑

难问题。调研中共走访了 6家企业，涵

盖工业、商贸、投资及服务业等领域。

调研组指出，各企业要牢固树立

依法统计意识，严格执行统计报表制

度。要夯实基础数据台账，确保原始

凭证完整可追溯，坚决杜绝虚报产

值、瞒报能耗等违规行为。要建立数

据质量内控机制，配备专职统计人

员，实施生产数据采集、汇总、上报三

级复核制度。要主动配合数据核查，

对于行业共性问题和统计口径差异要

及时反馈说明。统计部门要加大入企

调研频次，夯实企业统计基础、创新

调研工作方法、强化多部门协同联

动，切实发挥统计监测“温度计”和

“预警器”作用，为我市产业政策制定

提供坚实统计支撑。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4
月 8 日，天峻县委副书记、县

长孔庆吉一行到昆仑经济技

术开发区（格尔木工业园）调

研，深化两地合作交流，共同

推动“飞地经济”实现新突破。

在座谈会上，调研组详

细了解了昆仑经济技术开发

区（格尔木工业园）园区产业

发展、承载能力、营商服务等

方面情况。双方围绕进一步

创新协同机制、深化产业协

作、强化资源共享等开展深入

交流，达成共识。针对全一

（宁波）科技、三泰（宁波）新

材料、宁波容百新能源、长荣

制衣等企业落地事宜进行沟

通交流。

双方表示，将强化战略

协作、工作协调，充分发挥各

自产业优势和资源禀赋，积极

构建“援青地产业牵引——天峻县桥梁

支援——园区产业转移承接”协同发展

格局，聚焦产业发展、合作模式等重点

工作，为全州打造“飞地经济”模式和推

动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市委常委、副市长赵文才参加。

本报讯（记者 张紫艳 马颜慧）4
月 8 日，我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总

院慰问温州市人民医院来格帮扶专

家，并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副

市长陈俊屹参加。

座谈会上，陈俊屹对温州市人民

医院帮扶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感谢，希望帮扶专家以此为契

机，分享先进经验，加强学科建设，培

养优秀人才；传承帮扶精神，创新帮

扶内容，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术优

势，推动格尔木医疗卫生事业迈上新

台阶。同时，积极搭建远程医疗平

台，实现两地专家实时交流、会诊，让

格尔木的患者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温

州专家的诊疗服务。

温州市人民医院帮扶专家团队

详细介绍了本次帮扶计划，涵盖重点

学科建设、临床技术指导、人才培养

等方面。双方还就如何提升市人民医

院新生儿科、检验科等学科技术水平

展开深入交流。

据悉，在格期间，专家们将深入

市人民医院的多个科室开展工作，把

先进的诊疗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

地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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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调研组来我市开展重点企业统计调研

□ 青海日报记者 宋明慧

又是一年春和景明，又是一年国土

绿化时，“扩绿兴绿护绿”行动在青海大

地悄然兴起。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

化，年复一年，青海森林蓄积量持续增

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8.56%，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持续“双缩减”。从荒山荒

坡到绿意盎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不断扩面的新绿里，是一代又一代青海

人久久为功、改善生态的绿色之为。

山川披绿固屏障
“以前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现在山上一年比一年绿。”说起西宁南

北山，这是很多西宁人最真切的感受。

森林覆盖率由 7.2%提高到 79%，西宁南

北山的“绿色之变”，扩容了青海的“绿

面”，拓印青海“逐绿”的深深脚印。

2017年，青海掀起国土绿化提速三

年行动的热潮，力度之大、规模之大前

所未有，而后一直延续，持续开展国土

绿化巩固提升三年行动、科学推进国土

绿化行动，从增绿到增效，国土绿化实

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累计完成国土

绿化 4051.7万亩（1亩≈0.0667公顷），森

草覆盖率稳步提升，大美青海成色更

足。特别一提的是，2024年青海科学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全年高质量完成国

土绿化 624.28 万亩，其中营造林 161.76
万亩、草原修复治理 462.52万亩。完成

防沙治沙 149.38万亩。

最美人间四月天，植树造林正当

时。近年来，青海以多种形式开展国土

绿化，用行动“植”入绿色、守护绿色，让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阿尼玛卿

山脉、共和盆地、河湟地区、通天河流域

等“双重”专项年度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黄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果洛藏族自

治州 3个中央财政支持国土绿化试点示

范项目陆续完工，同时完成湟水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涉及林草 54个子项目年度建设任务。

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

绿化，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乡村

绿化工作，实行按栽植株数折算面积开

展乡村绿化，创新推动各地乡村绿化美

化得到进一步提升。

绿化江源，改善生态，人人有责。

随着青海“绿色家底”持续增厚，青海实

现以网格化管理林草资源，制定印发

《关于加强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的若干

措施》，出台《青海省湿地保护规划

（2024—2030年）》《青海省湿地恢复费征

收管理实施细则》等。同时，加强森林草

原防灭火和林草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2024年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219.49万
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935万亩。

漫漫沙头变“绿洲”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的克

土沙区，距离青海湖水体直线距离大约

3 公里。经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艰难转变，如今望去，昔日的荒凉

之地变为沙漠绿洲，外围的乔木林已有

一层楼高，沙区外围初步形成了乔灌草

相结合的防沙林。

青海是全国第四大沙区和“三北”

工程重点省区，防沙治沙是青海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去年 5
月 11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青海片区柴达木盆地荒漠化

防治与生态修复项目在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尕海镇陶哈村启动，

作为首批重点项目，它的开工标志着全

省“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

青海积极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三北”等重点生态治理工程联防联治

工作，签署了《青新荒漠化防治及“三

北”工程联防联治合作协议》《甘青两省

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

治理工程联防联治合作框架协议》，海

西州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

古自治州签订《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

北”等重点生态治理工程联防联治合作

协议》。

2024 年，青海强势推进“三北”工

程攻坚战，全省下达“三北”工程项目资

金 23.99 亿元，实施“三北”重点项目 27
个，完成“三北”工程六期建设任务

910.14万亩，其中沙化土地治理 96.04万
亩、非沙化土地治理 814.1万亩；谋划储

备后续项目 31 个，“三北”工程攻坚战

迈出坚实步伐。同时，认真落实“十四

五”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全省完成防沙

治沙 149.38万亩，为目标任务的 114%。

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着力解

决基层科技力量薄弱的问题，省林业和

草原局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开展“四

个一”战略合作，建立国家、省、市、县四

级专家技术支撑联动机制，实施科技援

青、科技成果推广等项目引才引智，多

途径提升基层技术能力水平。

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成果，是一项项

工作的累积沉淀。而今，清洁能源产业

优势凸显的同时，也让光伏产业的治沙

效益显而易见。着眼长远，我省出台

《青海省光伏产业林草沙地利用区划报

告》，将全省光伏产业适建区域划分为

鼓励发展区、适宜建设区、符合发展区

3 个区域，推动用地要素保障从“后置

审查”到“前置引导”转变，有效促进光

伏发电和防沙治沙融合发展。

护好生态惠民生
从一个个山头到一片片沙漠，一个

个高原绿色奇迹正在书写，人们也正收获

着“绿色福利”。这些年，以多种尽责方式

创新推进全民义务植树，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其中，争当绿色使者、生态先锋，形成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

2024年，青海把义务植树工作统筹

纳入“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中，各

地依托已建立的 33 处各级各类“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先后开展了

“春秋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民营企业

家光彩林”“政协委员林”等活动，营建

了一批志愿者林、国防林、援青林、企业

家光彩林等“主题林”，同时依托各级各

类“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通过

全民义务植树八种尽责形式，完成义务

植树累计折算 1710余万株。

从生态保护的维度看国土绿化成

效，植树造林抑或是防沙治沙，都把生

态保护修复与民生改善紧密联系在一

起，从工程实施到后期管护，让很多人

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而这正是生

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

民。青海在“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中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方式，推动国家

以工代赈政策在林草生态建设领域落

地落实。2024年，落实生态护林员劳务

报酬、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退耕还

林等各项政策性补助资金 17.15 亿元，

吸纳 4.48 万农牧民参与林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大力发展中藏药材、冬虫夏

草、沙棘等特色产业，发起成立青海、四

川、云南、甘肃、西藏五省区冬虫夏草产

业保护联盟，虫草采挖总产值达到 180
亿元，辐射带动 30 万农牧民人均增收

1.12万元，生态惠民成效显著提升。

登上西宁北山，曾经种下的树苗已

变成茂密的林子，当叽喳的鸟鸣合唱出大

自然的“悦”曲，享受这无尽的绿色福祉，

我们感恩的不仅是曾经那些植绿人，还有

如今行走在山头上、穿梭于树林间的守绿

人。坚守克土沙区 13年的生态管护员华

世才，亲眼见证沙区一点点变绿。他觉

得，身体力行保护生态很有成就感和荣誉

感，还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我省通过苗木培育、施工

整地、造林种草、抚育管护、材料运输，

以及辅助施工道路和配套水利设施建

设等生产环节，直接给周边群众带来大

量就业机会，提高了群众劳动收入，林

木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正一路向上，

为群众创造了新的创收渠道，也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力。

“植”此青绿 风光正好
——写在全省国土绿化暨“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大会召开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