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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石苍安）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严把登记备案、证件保管、

审核审批“三道关卡”，不断

提高出国（境）管理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水平。 2021 年

6 月启动备案以来，截至今年

6 月 18 日，全市国家工作人

员共备案 4895 人，持有证照

474人。

格 尔 木 市 结 合 干 部 提

拔、调动、退休等情况，对市管

干部因私事出入国（境）登记

备案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建

立国家工作人员登记备案信

息台账、持证信息台账和登记

备案人员因私事出国（境）证

件保管台账，动态更新相关数

据，定期比对台账信息，防止

出现漏备漏管问题，实现登记

备案“全覆盖”。

严格执行因私出国（境）

证件集中管理制度，对新提任

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逐人

确认登记备案信息，及时收缴

有关证件；对因提拔、调动导

致干部管理权限发生变化的，

及时做好证照交接工作；对证

照遗失无法上交的，督促本人

尽快办理证照注销手续，并将有关注销

凭证报市委组织部备存，确保证照管理

“零漏洞”。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

审批管理有关规定，组织部门对拟出国

（境）人员的申请事由、出国（境）目的、

拟停留时间等认真审批后，本人持相关

函件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处办理相

关手续，实行一事一批。对违反党纪、

政纪或涉嫌犯罪行为者，按照党纪政纪

及法律有关规定处理，将不予审批，切

实把牢出国（境）“纪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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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彩萍 通讯员 李

生燕）近期，格尔木火车站站台上，一

处融合青藏铁路精神与高原风情文化

内涵的立体艺术作品，成为旅客争相

合影的文化打卡点，为进藏旅途增添

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

据悉，这座长 540 厘米、高 380 厘

米的立体艺术作品，以层叠山体为基

底，融入青藏铁路、唐古拉山脉、雄

鹰、祥云等元素，并通过飘带造型串

联起“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

路精神，每处细节都彰显着高原铁路

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追求。

格尔木火车站是进入西藏的重

要站点，也是敦煌铁路、格库铁路的交

会和起始点，所有进出藏客车都要停

靠该站。2020 年 6 月 30 日，随着格库

铁路青海段开通运营，格尔木火车站

新站房建成并投入使用。因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运营条件，目前青藏铁路所

有列车需在格尔木站进行机车换挂作

业，旅客列车在此停留时间相对较长。

“为传承弘扬好青藏铁路精神、

丰富旅客旅途生活、展现高原铁路企

业文化，给旅客提供更加美好的旅途

体验，我们在车站站台显眼位置设置

了一些文化打卡点，供广大旅客打卡

留念。”格尔木火车站客运车间主任

王联合介绍道。

“立体艺术作品上的唐古拉山海

拔标识和雄鹰雕塑等图案非常精美，

尤其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

铁路精神，让我对这条天路有了更深

刻的印象。”来自广州的旅客周女士

深有感触地说。

自格尔木火车站新站房投用以

来，为让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该

站以打造“天路格桑花·昆仑驿站”服

务品牌为载体，通过开展礼仪培训、

优化引导标识、设置报纸刊物展架、

打造青藏特色站台文化等措施，持续

升级服务水平。

“我们正从功能型车站向文化体

验型驿站转型，将抽象的企业文化转

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动实践，让旅客记

住的不只是海拔高度，更有高原铁路

的热情和精神高度。”王联合说。

此外，格尔木火车站充分发挥进

藏驿站作用，在车站配备了氧气瓶、高

原急救药品，每年对客运工作人员进行

急救培训，同时与市第二人民医院建立

长期联系机制，第一时间为发生疾病的

旅客提供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保障广

大旅客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多年来，格尔木火车站坚持以“昆

仑驿站”服务品牌为载体，督促干部职

工以“工作方便旅客”落实标准、以“一

切为了旅客”端正行为、以“评价交给

旅客”检验成效，为旅客提供干净整洁

便利的出行环境和具有个性化服务的

打卡点，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格尔木火车站新增高原铁路文化打卡点

格尔木火车站新增高原铁路文化打卡点。 通讯员 李生燕 摄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 臻）6 月 23
日，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

悉，第 26 届青洽会即将开幕之际，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也正蓄势

待发。展区以“生态青海·绿色优品”

为主题，重点呈现五大特色产品：欧盟

认证的有机牦牛肉制品、地理标志产

品祁连藏羊、出口级冷水三文鱼、高原

冷凉蔬菜和柴达木有机枸杞，全面展

现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的阶段性成果。

依托青藏高原 3000 米海拔的纯

净生态环境，青海农畜产品已形成独

特品质优势。其中，冷水三文鱼成为

国内首个获准出口欧洲的鲑鳟鱼产

品，柴达木枸杞作为中国首批欧盟保

护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价值突破 90
亿元。

此外，展区还设置青海省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专区，精选 50 余家企业的

130 余种特色产品，从民族手工艺品到

青稞饼干、枸杞沙棘原浆，全方位展示

青海农牧产品多样性。这些产品不仅

是高原生态的馈赠，更是青海推进乡村

振兴、促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载体。

本次展览通过创新应用“产品展

示+品鉴体验+商贸对接”形式，为观

众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诚邀各界人

士莅临展区，亲鉴世界级纯净产区的

生态馈赠，共谋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品味这份来自三江之源的

健康滋味。

“青字号”农产品将闪耀青洽会

（上接一版）三级科研平台体系；组

建盐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举

办盐湖产业交流活动，盐湖股份公

司、中信国安等企业先后与华东理

工大学、清华大学、中科院工程研究

所等院校合作。

目前已建成 1 个国家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利

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 家国家创

新型企业（盐湖股份、中信国安）以

及 4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孵化器等

20 余个创新载体，实现科技要素高

效集聚。同时，实施的“柴达木盐湖

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开

发”“卤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究”

等科技成果项目，获得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等 9 项荣誉，建成 10 万

吨/年热溶法氯化钾结晶装置等示

范线 18 条，申请发明专利 19 项、授

权 17 项，一批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成

功应用，已经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目前，分阶段培育科技型企业

29 家、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科技“小

巨人”企业 2 家，全市研发投入达

27.89 亿元，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总

投资 1.23 亿元的中试基地一期于

2025 年初竣工，已申请专利 933 件

（授权 660 件，含发明专利 126 件），

登记省级科技成果 84项（国际领先 8
项、国际先进 10项）。

制定《格尔木市工业科技领域

人才引进培养实施细则》，完善盐湖

人才“引育留用管”配套制度 36 项。

通过政策宣传，将盐湖化工、金属冶

炼、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优秀人

才应纳尽纳；依托产业链构建人才

链，推动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融合，

与高校、科研院所及院士团队签约

人才项目，成立课题攻关组，实施

“揭榜挂帅”项目，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推动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优势。

目前，指导盐湖化工企业与北

京化工大学、重庆大学等 15家高校、

科研院所及院士团队签约人才项

目，加强盐湖领域技术攻关，成立课

题攻关组 100余个，重点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 518人。

未来，我市将继续深化“政产学

研”协同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让科技

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

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落地生“金”

（上接一版）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客商们对格尔木市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并介

绍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

他们表示，格尔木市优越的投资环

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良好的政务

服务给企业留下深刻印象，与企业

的战略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企业将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

格尔木市的投资力度，拓展合作领

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副市长胡红梅代表

市政府分别与加多宝（中国）饮料有

限公司、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代

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陈俊屹、徐有蕊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