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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谢梦茹）记者从

6月 6日召开的青海省“三北”工程攻坚

战现场观摩会上获悉，通过聚焦光伏治

沙与新材料固沙工程，青海正积极探索

科学布局、产业融合、跨区域联防等防

沙治沙新路径，加速推进“三北”工程攻

坚。截至目前，2025 年谋划的 31 个项

目已获国家批复 18 个，总投资 20.5 亿

元，正在开工建设中。

依据地理环境特点，青海科学构建

“2+1+12+N”的防沙治沙总布局，划分

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共和盆地

沙地歼灭攻坚区两个核心攻坚区和青

海湖流域沙地综合治理区一个协同推

进区。并在全省沙化土地分布区设立

12 个阻击点，针对生态脆弱、风沙危害

等突出问题，开展精准治理。

通过大力发展光伏风电产业，青海

探索形成“光伏+生态+农牧业”的生态

治理新路径，为光伏发电和防沙治沙融

合发展带来战略机遇。截至今年 4 月

底，全省光伏发电并网装机已达 3667万
千瓦，在建光伏装机约 1602 万千瓦，预

计到 2025年底，全省光伏发电并网装机

将达到 4500万千瓦。

针对光伏项目落地难题，青海省林

业和草原局联合省能源局印发《青海省

光伏产业林草沙地利用区划报告》，将

全省光伏适建区划分为鼓励发展区、适

宜建设区、符合发展区三类，推动光伏

发电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同时，引入

耐旱抗风沙种苗，提升机械化作业效

率，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

时跟踪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指标，确

保治理成效可量化、可持续。

为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青海与甘

肃、新疆签订联防联治协议，以祁连山、

湟水河流域、柴达木盆地等区域为重点，

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今年 4
月，《青海省甘青边界河湟地区兰西城市

群绿色廊道联防联治综合治理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项目以“一山一

水一群”为框架，科学布局防风固沙林草

带，打造跨省域生态廊道示范标杆。

据悉，青海“三北”工程总体进展

平稳有序，2024 年实施的 27 个项目累

计完成建设任务 1454.21 万亩（约 96.95
万公顷），任务完成率达 65.12%。

本报讯（记者 冯伟 通讯员 李春

晖 雷玉红）日前，记者了解到，5月底，

市气象局组织农业气象服务人员深入

小灶火、大格勒乡以及河西、河东农场

等主要作物种植区，开展多维度农情

墒情实地调研，以气象科技之力精准

把脉高原特色农作物生长进程，为夏

季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目前，格尔木枸杞种植区进入春

梢生长普期与老眼枝开花始期，其发

育期较历年偏早，但较 2024 年偏晚。

经分析，4 月及 5 月下旬气温偏低、降

水偏多，导致热量条件不足，是造成发

育期较 2024 年偏晚的主要原因。春

小麦处于拔节普期、油菜处于五叶期、

藜麦处于分枝期、青稞分蘖普期已过，

农作物总体长势较好，农事活动以中

耕除草、喷施农药、施肥及灌溉为主。

枸杞种植地段 0—50cm土壤相对湿度

75%以上，土壤湿度适宜。

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提醒农户：“6
月是农作物生长发育关键期，建议农

户结合天气情况，适时开展施肥、灌

溉、除草、枸杞夏剪等田间管理工作，

同时做好枸杞开花结果期间木虱、蚜

虫、瘿螨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深化与地方

农业部门协同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分

区域、分灾种、分作物、分时段”的精

细化气象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高原

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莎

莎 通讯员 刘 丽 萍）近

日，市统计局组织发改、

工信、能源、住建、文旅

等行业主管部门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企业（项

目）统计入库联席会议，

有效落实有关工作方

案，切实做好企业（项

目）入库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新

修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

今年月度调查单位审核

确认工作要求，通报了全

市 1—5 月企业、项目入

库情况，同时就各行业

“四上”企业及投资项目

培育情况进行了交流。

会议强调，各部门

要密切协作、凝心聚力

推进企业（项目）入库工作，促进全市经

济稳定健康发展。要保持紧密联系，积

极开展入库工作，继续加强对各行业领

域拟达标企业（项目）的核实，按国家规

定标准和申报程序做好业务指导，确保

企业（项目）应统尽统。要发挥联席会

议作用，提供优质服务，定期与发改、工

信、能源、住建、文旅等主管部门通报各

行业培育情况，密切关注经济运行态

势，切实督促做好月报、季报、年报工

作。要加强沟通合作，形成工作合力，

着力构建紧密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通

过常态化交流与深化协作，合力打通企

业与项目入库的堵点难点，不断提升统

计工作的整体水平。

青海：“三北”工程攻坚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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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局工作人员深入种植区开展农情、墒情调查。

通讯员 李春晖 雷玉红 摄

市气象局开展农情墒情实地调研

□ 记者 马彩萍

在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广大干部

群众坚决扛起维护生态安全的重大使

命，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全力守护这片高

原净土，一幅生态保护的新画卷正在这

里徐徐展开。

党建引领是唐古拉山镇推进生态

保护工作的重要抓手。按照市委、市政

府关于沱沱河镇区生态环保专题会议

的要求，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在 3 月

27日完成编制《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关

于沱沱河生活污水处理站、垃圾填埋场

及生活垃圾处理站属地责任的清单》及

《唐古拉山镇生态环保领域巡查日

志》。沱沱河镇区工作人员严格依照

《沱沱河镇区工作期间相关纪律要求》，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查检

查，详细记录巡查日志。一旦发现问

题，立即进行先期处理，并及时上报。

同时，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严格落实，

包括《唐古拉山镇青藏公路沿线环境卫

生整治实施方案》等。这些机制涉及生

态环境保护与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长江

禁捕、“三长制”等方面。每周六的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每月 19 日的全民城乡

整治日活动、每周三的党员奉献日活动

以及“清洁青藏线 保护母亲河”活动

等，进一步推进辖区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各项活动 40

余次，6000 余人次踊跃参与，出动车辆

600 余辆次，捡拾垃圾 2800 余袋，清运

处理垃圾 200余吨。保洁公司加大对沱

沱河镇区和 109国道沿线的日常保洁力

度，各村草原生态管护员也加强对牧区

环境卫生的巡护与整治，使得唐古拉山

镇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为了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唐古拉山镇党委、政府采取多管齐

下的宣传策略，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和

转载环保政策、知识，结合“六五环境

日”“世界地球日”等活动，实现线上线

下同步宣传，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因

地制宜举办特色活动，携手生态环保组

织、驻镇各单位，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

宣传工作，使牧民群众、商户和过往游

客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此外，面

向单位、企业、学校等广泛宣传生态环

保知识和生态文明理念，拓宽公众参与

渠道，争取各方对生态环保工作的支

持。在旅游旺季，针对沱沱河镇区车辆

和游客增多带来的环保压力，倡导游客

文明出行、不乱丢垃圾，并增设垃圾桶，

完善环保基础设施。

在生态保护工作中，唐古拉山镇注

重深化合作监管，凝聚各方合力。积极

推进牧区生活垃圾治理项目实施，加强

项目规划、招引和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

理，完善乡镇政府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监

管机制。按照责任落实到人、监管落

实到位“双保险”机制，唐古拉山镇加强

与城管、环保等职能部门的（下转四版）

用坚守与行动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