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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苏烽

蓝白晕染的湖水泛起粼粼波纹，六

月的茶卡盐湖仿佛刚从懵懂的梦中睡

醒，略带羞涩地向来往的游客们展现着

这个季节独有的韵味——时而随着晴

天大放异彩，时而又随着乌云深藏不

露。

6月 19日，走进位于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的茶卡天空壹

号景区，往来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

凡。景区门口，一辆辆旅游大巴接踵而

至，游客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

踏入景区，开启了游览之旅。

跟随人群穿过骆驼广场，一条繁忙

的街道映入眼帘，街道上烟火气息浓

郁。街道两侧，枸杞、藜麦、牛羊肉等各

类农特产摊位依次排开，手串、蜜蜡等

手工艺品摊位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其

间，感受着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们致力于为游客打造更为丰富

多元的体验，力求让每一位游客都不虚

此行。通过一系列体验，让游客触摸到

盐湖那沉淀千年的深厚底蕴。”青海茶

卡天空壹号景区副总经理钱超的声音

里透着笃定。

这份底气，源于浙青两地“山海协

作”的生动实践。

时间回溯至 2021 年 12 月，当湖州

交通投资集团响应援青号角，以“东部

资本+西部资源”的创新模式收购茶卡

天空壹号景区 40%控股权时，一场跨越

千山万水的协作就此开启。

依托东部成熟的市场化开发理念，

景区改造大刀阔斧展开：陈旧设施被智

慧导览系统替代，游客中心升级为文化

展示综合体，传统盐湖观光被深度体验

项目环绕……这不单是资金输血，更是

一次以“湖州所能”精准对接“青海所

需”的发展模式深层次嫁接。

盐湖的故事在这里被重新讲述。

景区深处，“盐情小说馆”静待启幕。这

里正是“文化+技术+文创”赋能旅游发

展的一次有益探索：数字化光影技术将

千年采盐史化为可触摸的传奇，民族服

饰与盐花结晶在创意设计中蜕变为时

尚符号，将成为景区展示本土文化的新

窗口。

建成“暗夜星空保护地”，打造

“星”课堂，引领游客步入神秘深邃的星

空世界；打造“住在盐湖边，睡在星空

下”的浪漫体验，让游客在盐湖的温柔

怀抱里与星空共眠；“天空之城”古法采

盐体验项目，带游客领略传统采盐技艺

的独特魅力……厚植于为游客创造多

元体验的美好愿景，景区以创新为动力

源泉持续滋养，催生了盐湖之上蓬勃的

产业链条。

景区在精雕细琢间，褪去旧貌，

焕发出如星辰般耀眼的光彩。离开

波光潋滟的茶卡盐湖，我们走进毗邻

的茶卡镇巴音村，湖州援青的印记同

样深刻。

在村民祁永娟家的民宿门口，工人

们正趁着客流淡季加紧施工。“这两天

客人少些，正好升级，准备迎接旺季

呢！”祁永娟脸上带着期待的笑意。她

指着焕然一新的门面感慨：“以前守着

几间土屋，就是个‘家庭宾馆’，哪懂什

么精品民宿？是湖州送我们去莫干山

学习，才开了窍！”

眼前的变化令人欣喜：贴合盐湖主

题的民宿设计、布置温馨且智能的房

间、客制化的活动区域，还有花心思布

置的太阳能小夜灯。“云沐民宿”，从内

到外焕然一新，成为巴音村民宿升级的

缩影。

湖州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一家民

宿。在景区周边，一批批村民在湖州专

家的悉心指导下，成功转型为生态导

游，用乡音讲述家乡故事；传统的手工

艺作坊，在湖州电商团队的包装策划

下，枸杞、盐雕等特产接入广阔市场，在

游客的行囊中走向远方。

“湖州对口支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

观念！”望着日益红火的民宿集群和往

来游客，巴音村党支部书记赵永龙感触

很深。他说：“是援青注入的‘活血’让

我们村子的民宿脱胎换骨了！现在，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都实实在在吃

上了‘旅游饭’，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山海协作为盐湖“点睛”

游客在盐湖拍照打卡。 青海日报记者 苏烽 摄

（上接一版）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警

示教育会上，警示教育片《风腐歧路》

披露了云阳县民政局原局长向国成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由风及腐的案

件细节，令在场云阳县部门、乡镇党政

“一把手”深受教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深入

剖析相关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暴露出的

内部约束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

“在思想上加强警示，在监督上做实举

措。”云阳县纪委书记王磊说，县里结

合监督检查、巡视巡察、信访举报等，

从政治素质、担当尽责、廉洁作风等方

面对部门单位“一把手”及班子成员开

展精准“政治画像”，提升对“关键少

数”监督实效。

“依托学习教育，完善办案、监

督、教育闭环管理机制。”云南曲靖市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曲靖市在对

问题干部审查调查中，同步采集忏悔

书、剖析材料等，建立警示教育资源

库；审查调查结束后，召开案情通报

会、专题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会等，

对案发单位进行政治生态分析调研，

督促查漏补缺、建章立制，实现查处一

案、警示一片的综合效果。

强化问题整改整治
持续筑牢作风防线

“清廉不是口号，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近日，重庆梁平区屏锦镇

举办了一场以“清廉青语”为主题的演

讲比赛，该镇 11 名年轻干部上台演

讲，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基层带来

的深刻变化中挖掘鲜活素材，讲身边

人说身边事。

“坚持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作为年轻干部‘成长第一课’和‘终身

必修课’，严管厚爱校准成长航向。”屏

锦镇纪委书记刘德成说，年轻干部思

想活跃但定力有待锤炼。通过学习教

育，促使年轻干部系牢思想“安全带”，

筑牢作风防线。

学习教育期间，各地推动干部开

展“自我体检”，加强理论学习、问题查

摆、整改整治。结合“自我体检”、领导

干部帮助指导等，青海湟源县寺寨乡

党委副书记李红霞深入查摆了自己的

问题。“我分管党建经费管理工作，以

前对相关政策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

通过学习教育，系统学习了党建经费

管理办法、为民服务经费专项管理办

法。只有把政策学透，才能正确用权

履职。”李红霞说。

云南德宏州针对资源集中、权力

集中部门关键岗位干部，构建“纪检＋

审计+群众”多元监督体系，全程监管

资金使用、项目决策等环节。德宏州

梁河县以任前培训、廉政谈话、风险排

查为抓手，为新任职干部注入“防腐疫

苗 ”，已 开 展 150 余 人 次 岗 前 廉 政

教育。

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
小事入手写好“民生答卷”
各地坚持敞开大门搞学习教育，

接受群众监督，接受群众评判，在乡村

振兴、企业发展、民生保障等一线工作

中，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

“晒尔村留守孤寡老人吃饭不方

便，新村里有食堂，可不能忘了老村的

人”“邻居装修水漏到了我家，请村里

帮忙调解一下”……在青海湟源县池

汉新村议事亭里，村民围坐一起，你一

言我一语反映生活中的困难。驻村第

一书记蒋咸俊边听边记边思考解决问

题的办法。

池汉新村由晒尔村、莫布拉脑村

等易地搬迁村组成。从驻村开始，蒋

咸俊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让搬迁群众

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结合学习教育，

蒋咸俊在村里落实开门教育要求，通

过群众座谈会、入户走访等，解决村民

急难愁盼问题。

“以往一半的时间得用在开会、

检查等事务性工作上，现在我们把这

些时间都放在园区大棚里、村民家里，

随时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和群众需求。”

甘肃皋兰县阳洼窑村党总支书记魏正

家每天扎在产业园里，跟企业聊行情，

跟村民聊生活。

指导市级以下层面将所有考核事

项整合为一个综合考核；加快规范村

（社区）组织工作事务和证明事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甘肃持续巩固精

简基层考核事项工作成果，帮助像魏

正家这样的基层干部减轻负担，让他

们有更多精力聚焦主责主业。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让基层作风焕然一新。记者在

阳洼窑村采访时，大伙儿说现在村里

出现了“三多三少”：“虚头巴脑”的事

情少了，实事求是的动作多了；基层干

部坐办公室的时间少了，走村入户的

次数多了；推诿扯皮的少了，真抓实干

的举动多了。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