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州内看点 52025年7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密丽

七月的柴达木天高云淡、草长莺

飞，从德令哈市出发，沿德小高速一路向

西约 140 公里，便到达坐落在盆地北缘

海拔 3500 米的义海能源大煤沟煤矿。

当记者将镜头对准矿区大门两侧郁郁葱

葱的云杉林时，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

的“绿色家园”，二十多年前还是“天上

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戈壁荒滩？

每一滴水都是宝贵的
走进大煤沟煤矿污水处理站，流量

计上不断跳动的数字，诉说着节水的奇

迹：在年平均降雨量仅 82 毫米的矿区，

每天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实现循环利用。

“在这里，每一滴水都是宝贵的。”

义海能源副总经理、大煤沟煤矿矿长胡

延伟指着不远处的人工湖说。大煤沟

煤矿的矿井日排水量在 300至 600立方

米，这些水经过沉淀、净化处理后，要重

新回到生产环节，用于井下降尘、喷浆、

地面清洁及煤场洒水降尘等。而生活

污水也在处理站净化后，成为滋养矿区

苗木的“生命之水”。

“建矿初期，水资源匮乏，职工们

不得不从 80 多公里外的柴旦镇拉水，

一桶水要洗三遍脸。”胡延伟告诉记者，

如今，通过先进的水循环系统，矿区实

现了生产生活自给自足。特别是 2023

年又新增了一套日处理 300吨的净化设

备，使矿区各类废污水的总处理回用能

力大幅提升。

算经济账，更要算环保账
戈壁的风，说来就来，肆意呼啸。

然而，在投资 400多万元、长 1280米、高

12 米的防风抑尘墙内，煤堆纹丝不动。

这道防风抑尘墙，在 2016年建设时曾是

一项“争议工程”。当时，煤矿连年亏

损，不少职工质疑：“有必要花这么多钱

在荒滩上建墙挡风沙吗？”但实践是最

好的证明，这道墙对 7级以内的风有着

明显的抑制作用。2019年，矿上又追加

投资 280 万元，在露天选煤厂区建成一

道长 700 米的防风抑尘墙，基本实现露

天堆煤区域抑尘管理全覆盖。

老矿工王师傅感慨地说：“以前风

一吹，宿舍窗台能积半寸煤尘，现在连

茶杯都不用盖子了。”

令人称赞的还有电锅炉改造。

2016年冬天，大煤沟煤矿成为全州最早

淘汰燃煤锅炉的煤炭企业。当四台燃

煤锅炉被吊出厂房时，职工们围着投入

800 多万元新更换的电锅炉满心疑惑：

“明明用自己采的煤都不花钱，咋换成

电的了呢？”九年过去，虽然矿区采暖成

本有所增加，但电锅炉清洁、高效、零排

放，实现了井上下全年清洁采暖。

在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方面，

大煤沟煤矿同样毫不含糊。按照国家

相关环保法规，矿上建立专业危废库，

并与格尔木一家资质齐全的危废处理公

司签订协议。严格遵循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制度，确保危险废物得到规范处置，做

到零泄漏、零污染。去年，大煤沟煤矿荣

获第一批海西州“十四五”时期“无废城

市细胞”单位荣誉称号，成为“算经济

账，更要算环保账”的生动缩影。

石头缝里“绣”出的“春天”
走在矿区主干道上，周边分片划区

的“责任林”枝繁叶茂。大煤沟煤矿保

留着 2022年 5月植树那天的珍贵影像：

所有矿工自发赶到植树现场，用铁锹凿

开冻土层，有人手上磨出了血泡，依然

小 心 翼 翼 地 把 树 苗 扶 正、培 土、浇

水……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这些苗木

在矿区扎下了根。

胡延伟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最

新“战果”：2024 年到 2025 年，大煤沟煤

矿从格尔木、兰州等地累计采购云杉、

柳树、榆树等适宜高原生长的乔木 1000
多棵，枸杞、沙棘等耐寒灌木，以及紫丁

香、榆叶梅等花卉苗木 5000多株。

前不久，矿上还对原有地下管网进

行了修复，又新采购了 4600 米喷灌胶

带，专人负责维护，定时精准灌溉。微

风吹过，株株苗木尽情地舒展枝叶，仿

佛在诉说着成长的喜悦。

“在高原种树，就像在石头缝里

‘绣花’。”胡延伟的这句话，道出了

“植”此青绿的艰难与坚持。而这片由

矿工们“绣”出的“春天”，正逐渐改写着

柴达木的生态版图。

“看，黄羊！”2023 年 3 月的一个清

晨，安全员宋宝庆拍摄的黄羊穿越矿区

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了。

党群科展示的影像资料更加令人

惊叹：赤麻鸭、池鹭、棕熊、“网红”小狐

狸等曾经远离人类的珍贵生灵，如今都

把矿区当成了栖息地，频繁现身。

采访结束，想起早年有人为大煤沟

煤矿题写的“高原明珠”四个字，曾经这

或许只是美好的期许。如今，当黄羊在

草地上欢快跳跃，当池鹭从人工湖优雅

掠过，当矿工们捧着自建大棚产的新鲜

蔬菜露出灿烂笑容时，我们看到，这颗

“高原明珠”正在戈壁深处绽放出耀眼

的光芒。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滴水、

每一道抑尘墙，都诠释着一座高原矿山

对绿色发展的坚定选择，描绘出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一座高原矿山的绿色选择
柴达木日报记者 孙丹丹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李

颖红 张萍）6 月 30 日晚，由州

委宣传部、州文体旅游广电局

主办的以“夏韵柴达木 艺燃百

姓情”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柴

达木之夏广场文艺汇演启幕。

演出现场，舞蹈《薪火相

传》，男声独唱《永远跟党走》，

女声独唱《梦中的额吉》，器乐

合奏《忆戈壁》等节目轮番上

演，充分展现了海西州多元文

化的独特魅力，舞蹈《鹰·觉》

以雄鹰振翅为意象，以刚劲的

舞步诠释新时代奋斗征程，将

演出推向了高潮，掌声与欢呼

声此起彼伏，为我州各族群众

献上了一场难忘的文化盛宴。

据了解，本届文艺汇演从

6 月 30 日开始至 8 月 27 日结

束，共计 14场。活动坚持内容

精、特色化原则，由相关地区

和单位组织民间文艺力量，排

练出高质量、高水平，反映本

地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专场文艺节目，通过演出，展

示地区特色文化，打造海西文

艺精品。活动将评选出优秀

节目，作为 2026年海西州春晚

文艺演出节目。

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文旅

科负责人兰晓说：“活动将为

全州各族群众献上代表海西

地方特色的民族歌舞表演、非

遗技艺展示等内容，通过‘柴达木之夏’

这一品牌活动，弘扬海西特色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同

时，为广大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文

旅盛宴。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引流，

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推动文旅融合，让海

西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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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琴）日前，

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海西州商务局

与上海消费帮扶联盟协办的“外贸优

品”市州行及“沪青优品”品牌化研讨

会系列活动举办。

活动期间，上海消费帮扶联盟组

建的由高校后勤系统专家及华润、大

润发、本来生活等上海主要市场渠道

代表组成的专业讲师团，先后深入格

尔木盐湖集团、都兰县现代农业产业

园及格尔木、都兰两地的牛羊肉加工

企业进行调研，并召开专题研讨会。

各大市场渠道代表与本地企业共聚

一堂，精准对接需求，探讨如何发挥

大市场、大流通优势，助力海西盐湖

产品、牛羊肉、枸杞等特色产品覆盖线

上线下、商超卖场、团餐及终端等多元

渠道。

针对我州部分企业存在的商品

化、品牌化程度有待提升、利润空间受

限等问题，研讨会上，上海专家分享了

“品质+品牌”双轮驱动的“上海经

验”，为海西企业提供可操作指南。专

家建议企业强化市场导向，转变思路，

深入研究上海及长三角市场需求，并

据此进行产品逆向开发和品牌精准塑

造，掌握定价主动权。同时，提升产品

附加值，指导企业通过挖掘产品 IP 故

事、实施精准营销策略，提升品牌溢价

能力，紧跟消费趋势开发便捷化、场景

化产品。打通供应链环节，强调协同解

决产品标准制定、高效物流配送、稳定

销售通路等关键问题，推动形成“基地

直采——标准定制——稳定订单——

品牌培育”的良性发展闭环。

据悉，借助“外贸优品”市州行及

“沪青优品”品牌化研讨会系列活动，

我州将持续推进上海消费帮扶联盟

“沪青优品”品牌化辅导，助力更多海

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盐湖化工产品

进入上海，辐射长三角，实现沪青互

利共赢。

海西特色产品叩响长三角大门

盛 夏 时 节 ，

柏树山森林地质

公园风光尽显生

态魅力。山体与

绿草如茵的草地

相依，蜿蜒道路穿

梭其间，蓝天白云

作幕，几株柏树点

缀，勾勒出一幅生

态向好、生机盎然

的夏日图景，尽显

自然之美。

柴达木日报记者
阿延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