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王建芳2 要 闻

本报讯（记者 张金凤）7 月 12
日，团市委、市少工委组织 40名少先

队员开展红领巾研学活动。孩子们

走进本地非遗工坊、村史馆、民族团

结体验馆等场所，在沉浸式体验中

触摸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开启

了一场兼具思想浸润与实践感悟的

“寻根之旅”。

活动首站来到格尔木乌仁堂

纳德都蒙古族服饰有限公司，蒙古

族刺绣的“非遗密码”在此解锁。

工作人员生动地讲述着针线里的故

事：繁复技法中凝结的匠心，不仅

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民族精神的延

续。孩子们在惊叹中感受非遗魅

力，更被传承人的坚守深深打动。

第二站走进格尔木市原牧人生态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民间艺人和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参观石

刻展区，聆听每一块石头背后的故

事。随后，艺人现场示范雕刻技

巧，在工具与石头碰撞的清脆声响

中，孩子们近距离触摸这项技艺的

独特韵味，体会其中蕴含的深厚文

化内涵。

长江源村村史馆及合作社里，

一段“蝶变故事”徐徐展开。从游牧

搬迁到生态安居，孩子们透过讲解

与氆氇编织体验，既触摸到藏族文

化的传承脉络，又领悟到其中蕴含

的生态保护理念。经纬交织间，传

统手艺与现代发展理念悄然相融。

在格尔木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体验馆，历史照片与鲜活故事勾

勒出民族团结的画卷。少先队员们

认真聆听发展历程，分组参与“民

族文化我知道”互动游戏，在沉浸

式体验中感悟“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的内涵，读懂历史的厚重与担当

的分量。

最后一站的温格·石榴籽家园，

成为孩子们读懂家乡的“窗口”。产

业“四地”建设成果、矿产资源禀赋、

海绵城市蓝图……一张张展板串联

起格尔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亲

手制作漆扇和书签时，孩子们在实

践中增强文化自信，更真切理解“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深刻寓意。

此次研学活动以“行走的课堂”

让少先队员在体验中传承文化、在

实践中厚植情怀。下一步，团市委、

市少工委将持续盘活本地红色资源

与文化宝藏，推出更多特色实践活

动，引导少年儿童在成长中汲取精

神养分，立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红领巾研学行：寻根文化沃土 赓续红色基因

活动现场。 记者 张金凤 摄

本报讯（记者 王秀

琴 通讯员 刘 宇 晟）近

日，全市非煤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

议召开，30 余家非煤矿

山企业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部

分企业仍存在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制度规

程执行不严格、安全教

育培训不实不细等问

题。各企业要深刻汲

取事故教训，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压紧压实责

任，保持高度警醒，狠

抓隐患排查治理；坚持

问题导向，夯实筑牢安

全基础，强化责任担当，

守牢安全生产防线，不

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水

平。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要深入推进

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全面查清地下

矿山采空区、水文地质、地压、火灾等致

灾因素，采取措施进行针对性治理，全

力抓好重大灾害防治，进一步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矿山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会议要求，全市各非煤矿山企业要

围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大事故隐患

动态清零、智能化建设等工作重点，以重

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为抓手，以防范遏

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扎实推动

全市非煤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转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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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重要时段和重要节点，

深入查找隐患、及时整改到位，坚决

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振精神、

鼓足干劲，加强政策研究、细化工作

措施、巩固优势指标、紧盯短板弱

项，拿出切实可行、务实管用的办法

措，补短板、扩增量，不断推动园区

高质量发展。要紧盯重大项目，主

动做好协调指导和跟踪服务，加强

对“青洽会”签约项目后续对接服

务，做好各项要素保障，主动协调解

决项目推进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

目落地。要在原有招商方式的基础

上，改进、创新招商工作思路和方

法，提升招商效能。要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让企业既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又

能在规范透明的环境中安心发展。

2025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盐湖论坛举办盐湖资源开发利用主论坛
本报讯（记者 景桂珍 马俊杰）7 月

16日，2025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盐湖

论坛举办盐湖资源开发利用主论坛。

来自国内外嘉宾、钾盐钾肥行业专家和

企业家代表共聚一堂，围绕盐湖资源开

发利用，聚焦绿色利用盐湖各资源、钾

肥市场价格调控等内容进行探讨。

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会长王孝峰

主持论坛。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进出

席。

主论坛上，相关企业负责人宣读了

保供稳价的倡议。呼吁各企业履行保

供稳价的责任和使命，共同促进市场平

稳运行，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

全。与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分别围

绕构建盐湖绿色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

体系、借助仿生科学力量助力盐湖提锂

产业发展等热点问题共同探讨盐湖资

源的科学开发利用。

一直以来，格尔木市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战略部

署，全力做好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和循环

利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盐湖科

技创新和钾肥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盐湖产业的核心重镇，格尔木

在这一进程中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

能。目前，格尔木市已建成全国最大的

钾肥生产基地，年产能达 800 万吨，占

全国钾肥总产量的 70%以上。依托察

尔汗盐湖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格尔木

市已形成从钾盐开采到钾肥深加工的

完整产业链，2024 年，盐湖产业总产值

突破 305 亿元，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硬

核动力。

随着 2025 钾盐钾肥大会暨格尔木

盐湖论坛的举行，格尔木将再次站在盐

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以更多的技术交

流、产业合作的机遇，持续推动生态、产

业、旅游融合发展，全面当好建设世界

级盐湖产业基地“排头兵”“主力军”，在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现代化盐湖产业体

系的同时，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增强盐湖产业创新发展动能，

为盐湖高质量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