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丁 一 杨 学 超）记

者近日了解到，国内海拔最高超超

临界火电项目——青海华电格尔木

一期 2×660MW 煤电项目主厂房框架

建设即将完工，该施工节点也是整

个项目中的重大工程节点。

据了解，自去年 9 月主厂房第一

方混凝土浇筑施工以来，2600 名建设

者克服高寒缺氧、风沙大等恶劣环

境，历时十个月推进建设，该施工节

点将于本月中旬完工，届时项目将进

入主厂房封闭施工阶段。

华电（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顾海啸说：“国内

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青

海华电格尔木一期 2×660MW 煤电项

目 1 号锅炉大板梁已安装到位，两座

间冷塔主体结构到顶，主厂房框架

建设即将完工，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转

入设备安装阶段。”

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 2×660MW

煤电项目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

市，总投资约 63.82 亿元，是目前国内

海拔最高、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燃

煤发电机组项目，其建成后将为青

海省电网提供稳定调峰调频支撑，

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助力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

产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计

划于明年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发电

量超 60 亿千瓦时。

我国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建设迎来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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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景桂珍 通讯员 才安刚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颁布五周年，我市以“典”亮企业新

“法”展为主题，因地制宜、深挖特色，

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有亮点、有成效

的民法典宣传活动，掀起了全市各族

群众学法的热潮。

“典”耀民生，集中宣传重磅开

篇。依托“民法典宣传月”重要节点，

全市 40 家单位紧扣“知法于心 守法于

行 民法典伴你同行”主题，通过开展集

中宣传活动，各单位聚焦民生热点，围

绕物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等与群众

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悬挂横幅、

设置宣传台、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进

行宣传宣讲，全市近 150 名工作人员组

成民法典宣传“方阵”，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为群众送上“法治大礼包”，向群众

发放精心编印的宣传手册和宣传品，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的法律困惑，深入剖析法律要点，以

生动的案例搭配图文并茂的法律知识，

让法律知识真正“活”起来，集中宣传

“火”起来。

亮“典”纷呈，解锁普法创新路径。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关部

门主动上门为企业纾困解难，帮助企业

梳理法律需求，为企业开出法治“良

方”，护航企业发展。将法治文化融入

旅游文化中，让游客感受绝美自然风光

的同时，也能感受法治文化的魅力，真

正做到美景在眼前、法律在心间。法治

文艺进乡村活动在唐古拉山镇长江源

村拉开帷幕，让法律条文借助民族文艺

焕发新生。“双车联动”传法典。市司法

局携手市交通运输局、顺丰快递开展民

法典宣传活动，利用出租车 LED顶灯循

环播放民法典宣传标语，成为扮靓城市

的流动普法窗口，快递车辆则披上普法

外衣，“快递小哥”化身普法信使，让每

一份包裹都成为民法典宣传的载体，

“双车联动”皆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的生动注脚。

“典”到之处，皆是普法新华章。

宣传有温度，“典”到有法度。我市汇聚

法治宣传教育合力，推动民法典学习热

潮持续升温。全市各相关单位以“民法

典宣传月”为契机，以护航企业发展为

落脚点，深入多家企业开展“民法典进

企业”活动，将法治宣传工作和厂务公

开民主管理互检工作有机结合，发挥工

会服务职工群众的优势，重点解读了民

法典中与职工权益密切相关的条款。

结合“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在审计各

个环节向被审计单位及领导干部普及

民法典，使民法典贯穿到全市经济发展

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推动民法

典宣传融入审计监督工作，切实做到依

法审计、文明审计，为我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目前，我市正举全市之力将民法典

精神精准滴灌至各行各业，将法治的种

子播撒在市民心中。上半年，全市累计

开展各类民法典宣传活动 136 次，发放

各类普法宣传册（宣传品）1 万余份，惠

及群众 8000 余人，社会影响广泛，宣传

成效显著。

“典”亮普法新赛道 奔赴法治新征程
——我市上半年民法典宣传工作精彩纷呈

青海日报讯（记

者 丁 玉 梅）今 年 以

来，我省全面推进“创

业十项行动”，重点帮

扶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等

群体创业。此举旨在

强化政府激励、汇聚

社会力量、激发劳动

者创业热情，加速形

成创业带动就业的新

格局。

十项行动具体包

括创业环境优化、重

点群体培育、劳务品

牌发展、创业服务护

航、创业培训赋能、创

业政策推进、创业活

动扶持、金融产品助

力、创业载体筑巢和

灵活就业支持计划。

在 创 业 环 境 优

化方面，青海省推进

商事制度改革，打造

“青海 e就业”品牌，优化市场主体登记

流程，推行高效办理服务。为支持重

点群体，年均提供创业服务 1.19 万人

次，深入挖掘区域特色，鼓励发展夜间

经济、冰雪经济等项目。

在劳务品牌发展方面，推动“拉

面”产业转型升级，“青绣”品牌提质扩

容，引导“互助家政”等服务型劳务品

牌提档升级。目前全省劳务品牌达 49
个，基本实现“一县一品”，年带动创业

就业超 40万人次。

创业政策推进计划提升创业补贴

至 1万元，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至 30万
元，推广“创业担保贷款 123 模式”，优

化电子审批流程，为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等落实扶持政策。

创业载体筑巢计划发挥 3 个国家

级创业孵化基地示范作用，推进市州

级基地建设。目前 8 个市州实现孵化

基地全覆盖，重点县区基地达 12个。

此外，灵活就业支持计划破除户籍、

社保等制度障碍，完善全省 30个零工市

场功能，落实税费减免、社保补贴等政

策，为灵活就业者开通维权“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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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将为参观者提供舒适便

捷的观展体验。

本次大会以“以会带展、以展促

会”的形式，通过深入开展钾、锂、镁

等盐湖资源利用的技术交流，研讨盐

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方向，推动盐湖

产业在全球技术合作、生态保护、资

源高效利用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布展工作的完成，为大会的成

功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信此次

大会将为钾盐钾肥行业及相关产业

搭建起一个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

推动盐湖产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拓

展等方面深化国际合作，助力世界

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本报讯（记者 冯伟 通讯员 李春

晖 雷天红）7月份以来，格尔木种植区

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市气象局组织

农业气象服务人员前往河东农场、河

西农场、大格勒乡开展农情调查，了

解近期气候条件对当地种植作物的影

响及气象服务需求。

农业气象服务人员通过实地调

查、走访农户、与当地乡镇部门座谈

等方式，了解近期气候条件对枸杞、

油菜、小麦、藜麦、青稞等作物长势的

影响。目前，枸杞处于夏果形成、秋

梢生长期，小麦、青稞处于抽穗开花

期，藜麦处于现蕾、开花期，油菜处于

开花期，农事活动以施肥、灌溉、喷施

农药为主。调查结果显示，近期气候

条件对格尔木种植区各类作物长势未

造成影响。根据种植户需求，农业气

象服务人员提出了田间管理的建议和

汛期极端天气的应对措施。

市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人员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农业气象灾害

监测预警工作及枸杞采摘晾晒阶段的

服务工作，为秋粮生产提供有利保障。

市气象局开展农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