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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乔欣）5 月 21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青海省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的出台将为更好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条例》共五十七条，分总则、家

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

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

附则九个章节。保留了上位法原则性

核心条款，删去与上位法和反家庭暴

力、家庭教育促进等方面法律法规中

已有的重复表述，进一步增强了针对

性和操作性。

《条例》明确提出在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个方面的保

护任务，以“六大保护”为主线，着力

解决近年来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出现

的诸如家庭监护缺位问题突出、政府

职责不够明晰、统筹协调机制欠缺、

网络保护缺位、学校欺凌引发社会关

注、社会保护存在短板盲区、对未成

年被害人保护关注不够等新情况、新

问题。

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条例》修订过程中，坚持

以人为本，突出政府服务保障职责，

强化了妇联、教育行政、网信、市场监

管、卫生健康以及司法等部门的职

责。在网络保护方面，对相关部门、

有关行业、未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加强

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及网络安全教育等

进行了规范，旨在进一步改善未成年

人成长条件和社会环境。

《条例》将于 2025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

新修订《青海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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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彩萍）自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以来，市民政局聚焦群众领域关切

的殡葬问题，以“一查二降三核四免

五补六盯七宣”的“七步法”扎实推

进殡葬服务工作，切实把群众“身后

事难”办成“身后事暖”，让学习教育

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

在此次学习教育中，市民政局

全面排查殡葬服务领域中存在的问

题，截至目前，共计自查问题 31 条，

已整改 27 条，有序推进 4 条；为降低

殡葬服务费用，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等方式，实现服务费

用的合理下降。据统计，一季度全

市共计为 41名群众免除基本殡葬费

52345 元，节约治丧成本人均达到

1276 元；建立殡葬服务费用、项目、

资金发放等方面的三级审核机制，确

保服务合规、费用合理、质量可靠；免

除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冷藏）、遗体

火化、骨灰寄存等四项基本殡葬服务

费用，自 2024 年以来，共为 157 人减

免惠民殡葬补贴 206827元；为鼓励节

地生态安葬，还对采用骨灰撒散、树

葬、花葬、草坪葬、天葬等节地生态安

葬方式的家庭给予奖励或补贴，自

2024年以来，共为 109人发放节地生

态奖补金 322600 元；此外，紧盯安

全、收费、服务、质量、人员、制度等方

面，自 2024年以来，共开展安全监督

检查 18次，检查收费情况 10次，完善

制度 9 项，制定流程 12 个；为普及殡

葬改革知识、宣传节地生态安葬理

念，采用微信公众号宣传、融媒体宣

传、机构小喇叭宣传等七种宣传方

式，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政策知晓

率，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旭萍表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殡葬服务关乎民生，

更要常抓不懈。民政局将以此次学

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殡葬领域

改革，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殡葬环境，让群众在“身

后事”上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

温暖 。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深学笃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打造殡葬领域清风惠民新标杆

青海建立青藏高原大震巨灾应对处置协作机制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煜鹏）5 月

23 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

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地震局协商建立

青藏高原大震巨灾应对处置协作机

制，提升高寒高海拔地区防震减灾与

应急救援能力。

该机制以“全流程联动”为核心，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地震速报预

警互通，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依托智能化指挥系统，

推动地震监测数据与消防调度网络互

联，构建统一指挥、快速联动的救援

体系。双方还将联合开展常态化灾情

研判，每月组织专家会商优化预案，

共享训练基地及师资力量，通过协同

演练提升队伍协作能力。

防灾减灾方面，两部门将联合开

展科普宣传与应急教育，借助媒体平

台、科普基地普及地震逃生等知识，并

定期组织重点区域应急疏散演练。地

震预警系统将全面接入消防指挥中心，

形成“灾前精准预警、救援实时指导、灾

后联合复盘”的全链条协作模式。

这一机制的建立，标志着青藏高

原地区防震减灾工作迈向“精准预警、

科学评估、高效救援”一体化新阶段，为

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上接一版）杨永超介绍，“本地吊瓜

肉质软糯、甜度极高；香瓜香气浓

郁，脆嫩多汁；羊角蜜更是皮薄肉

脆，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甜蜜汁水，

十分爽口。”

据了解，绿科苑一直致力于绿

色、生态的种植方式，采用先进的农

业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严格控

制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确保每一个

瓜果都绿色、安全、质优。同时，得

益于本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充

足的光照、适宜的温差，使得这些瓜

果积累了丰富的糖分，口感和品质

都达到了最佳状态。基地还不断引

进和培育优质的瓜果品种，通过技

术创新和改良，提升了瓜果的品质

和产量。

目前，这些新鲜的吊瓜、香瓜和

羊角蜜已在我市各农贸市场和水果

店上架销售，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

就能品尝到本地的新鲜瓜果。此

外，绿科苑还开放了采摘体验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

趣。周末，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

这里，亲手采摘新鲜的瓜果，感受大

自然的魅力和丰收的喜悦。

水果店老板李伟正在绿科苑进

货采摘，他兴奋地说：“今天过来收购

些羊角蜜和甜瓜。咱们本地的瓜果

光照充足、成熟度较好，口感上更加

甘甜。”

绿科苑“甜蜜经济”的蓬勃发

展，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

为格尔木的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本地清甜瓜果上市 开启夏日“甜蜜季”

本报讯（记者 夏静）为

全面提升农牧区妇女健康水

平，降低“两癌”发病率、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5 月中旬

起，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组织医护人员深入

各乡镇开展免费“两癌”筛

查、免费婚检及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工作，将政府的

关爱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实

际行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本次筛查以“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为核心，为

农牧区妇女开展免费“两

癌”筛查、免费婚检、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完善农牧

区妇女保健服务体系，建立

健康档案，科学制定预防干

预措施，切实增强妇女自我

保健意识，为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建设健康格尔木奠定

基础。

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基层筛

查，统筹规划，精准对接基层

需求。提前安排部署，制定

计划，并与市妇联紧密协作，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入户动

员等方式，广泛告知筛查时

间、检查项目及注意事项，确保群众应

知尽知。同时，针对农牧区地域广、交

通不便的特点，组建由妇产科、检验科、

超声科等 10余名骨干医师组成的“流动

筛查队”，携带医疗设施设备开展“家门

口”的健康服务。筛查现场设置登记

区、检查区、宣教区，为群众提供“体检

—健康咨询”一站式服务。医护人员每

日早 8时 30分到达下乡点，确保检查人

群当日完成所有检查项目，最大程度减

少群众等待时间。筛查过程中，全体工

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素养耐

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妇女进行检查，并帮

助她们解答疑问。

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 300 余
人次。下一步，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加大农

牧区筛查覆盖力度，用专业素质为全市

妇女健康保驾护航，切实将惠民政策落

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