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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爽） 11 月 17 日，

青海省打击整治枪爆联席会议办公室

在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开展以“除枪爆、护稳定、保民安”为主

题的青海省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

品活动，对全省公安机关案件追缴、检

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交的 602 支各类

枪支进行集中安全销毁。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 年

我省成立由省公安厅牵头、33 个省级部

门参与的全省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

违法犯罪联席会议，组织开展了为期两

年的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工作成效显著。今年以来，按照打击整

治爆炸物品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部

署要求，省公安厅又牵头组织开展新一

轮为期三年的全省深化打击整治枪爆

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集中清查收缴非法

枪爆物品、打击整治网售仿真枪、管制

刀具专项治理等系列专项行动。此次

活动是又一次向社会公众展示打击枪

爆 违 法 犯 罪 专 项 行 动 成 果 的 集 中 体

现。2018 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涉枪涉爆

案件 68 起，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3783 支、

子弹 25 万余发、炸药 3200 余公斤、雷管

3 万余枚、管制刀具 1.7 万余把、索类爆

炸物品 1.6 万余米、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125公斤。

下一步，省公安厅将充分依托省级

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

量，聚焦重点、突出问题，继续以务实有

效的措施，推动全省打击整治枪爆违法

犯罪工作取得新战果、新进步、新突破，

坚决铲除枪爆违法犯罪土壤，全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维护全省

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非法枪爆物品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非法枪爆物品
集中统一销毁活动集中统一销毁活动

本报讯（记者 钟倩 实习记者
杨林凌） 11 月 17 日，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会同省内 17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召

开青海省 2020 年重点工业项目及中

小微企业融资推介暨签约会，集中推

介了一批省内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名单，累计协调 17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与 26家企业达成 110 亿元贷款意向合

作协议，促进了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

企 业 集 聚 ，提 高 了 金 融 资 源 配 置 效

率，有助于缓解我省企业资金需求压

力，实现产业与金融协调发展、互利

共赢，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发展。

会 上 ，省 工 信 厅 通 报 了 前 三 季

度 全 省 工 业 经 济 运 行 情 况 ，部 分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和 企 业 代 表 作 了 发

言 。 各 银 行 业 金 融 机 构 表 示 ，要 加

大 和 企 业 的 衔 接 力 度 ，优 化 金 融 服

务 产 品 ，提 高 各 类 金 融 资 源 投 放 效

率 ；各 企 业 表 示 要 发 挥 好 市 场 主 体

作用，做细做实信贷前期工作，用好

用活支持政策。

近 年 来 ，省 工 信 厅 加 大 服 务 力

度，积极搭建融资对接交流平台，围

绕国家宏观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进

一步深化政银企合作，积极争取金融

机 构 支 持 ，推 动 资 金 向 重 点 领 域 聚

集，深挖信贷潜力，加大各类金融机

构和重点项目的对接引入力度，全面

提高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当日达成110亿元贷款意向合作协议

省工信厅积极开展银企对接省工信厅积极开展银企对接
为企业纾困解难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记者 王臻） 11 月 17 日，

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印发《青海省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意味着我省正式

开始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

时间将从 2020年至 2022年。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者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此次在

全省范围试行合格证制度，进一步督促

种植养殖生产者落实主体责任、提高农

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探索构建以合格证

管理为核心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新模式，形成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相结合

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新格局，全面

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

平，为保障全省食品安全、推动农牧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此次试行的主体是食用农产

品生产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并鼓励小

散农户参与试行。试行品类包括蔬菜、

水果、畜禽、鲜鸡蛋、冷水鱼初级加工产

品等五大类。

我省正式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我省正式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

本报讯（记者 钟倩） 工业和信息

化部近日发布 2020 年度国家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通告，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组织推荐的青海大学科

技园小型微型创业创新基地、西宁市城

中区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

青海大学科技园依托青海大学等

省内院校和科研院所综合智力资源，借

助对口支援高校帮扶优势，聚焦生物、

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和智能制造领域，

打造“科技园”与“产业园”联合体，致力

于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培 育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孵 化 企 业 104
家，在孵企业 81 家。园区在孵企业中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 家、“新四板”上

市企业 1 家、青海省科技型企业 8 家、西

宁市技术研究中心 2 家、院士工作站 2

个。西宁市城中区众创空间创业孵化

基地是一家服务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企

业的孵化器，致力于鼓励、引导与扶持

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退伍军人、

返乡创业人员组建创业实体开展创业

孵化并带动经济增长。

目前，我省培育认定国家级小型微

型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7 家、省级小型微

型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14家。

青海大学科技园、西宁市城中区众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

我省国家级小型微型创业创新基地再添新丁我省国家级小型微型创业创新基地再添新丁

本报讯（记者 王臻） 11 月 16 日，

副省长刘涛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调研木里矿区种草复绿相关准备工作

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充分发挥高寒牧草种质资源研发

优势，提早做好草种选籽准备，全力保

障木里矿区种草复绿工作。

刘涛一行先后深入省草原改良试

验站牧草实验室、牧草实验基地、高寒

草地生态定位观测站，现场察看实验室

建设、草种贮藏、野生草种质资源采集、

预种植草样分析和草原生态监测等情

况，详细了解木里矿区草种选籽选样工

作进展，并看望慰问实验站一线工作人

员。他指出，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强

化示范引领，保质保量、达标达效完成

木里矿区种草复绿籽种供应。

刘涛强调，种草复绿是木里矿区综

合整治的重中之重，省林草局和相关科

研单位要进一步优化种草复绿施工及技

术方案，全面做好种草复绿条件评估，严

把草种质量关，科学开展种草复绿工

作。要大力弘扬“铁卜加”精神，推进牧

草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强野生草种质资

源收集和预种植草样分析，加快构建高

原牧草良种繁育体系，深入开展优良牧

草示范推广，助力实施草地生态治理工

程。密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交流合

作，提高生态修复草种培育质量，为全省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提供强大支撑。

刘涛在调研木里矿区种草复绿相关准备工作时强调

发挥优势发挥优势 提早准备提早准备
全力保障木里矿区种草复绿全力保障木里矿区种草复绿

本报海西讯（记者 马振东） 11
月 17 日，国家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之一的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

程成功截流。

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仁

乡境内，是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体系

的骨干水源工程，也是目前我省在建的

最大水利枢纽工程。工程于 2018年开

工建设，开发任务以供水、防洪为主，兼

顾发电等综合利用，属于Ⅱ等大（2）型。

水库总库容为5.88亿立方米，多年平均

供水量为2.64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4兆

瓦，年发电 8103万千瓦时，估算总投资

为 23.23 亿元，将于 2023 年 10 月完工。

建成后对提高当地水资源调控能力，促

进格尔木、茫崖市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那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

本报记者 叶文娟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

主编专著 4 部、授权专利 9 件、制定技

术规程 19 项……这一个个荣誉属于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

术院长赵新全。作为青藏高原草业科

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37 年来他始

终致力于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生态保

护与生态畜牧业协调发展的重大课题

研究。

牧民眼中的
“羊老师”

1978 年，作为恢复高考的老三届

学生，为了学个“管用的专业”，赵新全

选择了畜牧兽医专业，成为当时少有

的选择学习兽医的学生。

既然选择了兽医专业，那就要去

牧 区 工 作 。 于 是 ，1982 年 的 那 个 夏

天，大学毕业后的赵新全坐着解放牌

大卡车来到了中科院海北高寒草甸生

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工作。

家乡陕西 8 月已是身穿短袖大汗

淋漓的暑期，但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

州，8 月份还要生炉子，可想而知冬天

的寒冷。“刚去时没经验，冬天要到河

边凿开冰窟窿打水，回来时手竟然粘

在桶把上，撕下来一层皮”。赵新全回

忆说。

初到海北开展工作，老师交给赵

新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摸清高原牲畜

的季节体重变化。每个月为 173 只羊

称重记录，活蹦乱跳的羊劲儿很大，要

骑在羊身上抓住两只犄角，几个人才

能把羊控制住。刚完成三四只羊的称

重，汗水已经浸透全身。

经过一年的观察记录，赵新全和

这些羊已经很熟悉，他给羊起上了“黑

蛋”“秃头”等名字。功夫不负有心人，

赵新全从日积月累的记录观察中，发

现了高寒地区牛羊生长周期长、出栏

率低的原因。“要保护生态，牧民就不

能养那么多牛羊，可牧民也要靠牛羊

过日子……”赵新全意识到，问题的核

心在于怎么让牛羊在冬天不减重，在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也要保护当地群

众的利益。

问 题 找 到 了 ，关 键 是 要 解 决 问

题。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赵新全开始

全新的探索。他通过冬天补饲的方

式 ，让 牲 畜 得 到 相 对 充 足 的 营 养 补

给。除了草，还想方设法为羊提供更

多营养。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个冬天

羊的体重不减反增，牧民见了连连惊

叹，并亲切地称他为“羊老师”。之后，

暖牧冷饲模式逐渐在当地推广开来，

以前羔羊出栏至少要 3 年，现在羔羊

当年出栏，周转快、卖价高，上世纪 80
年代末，畜牧业一度成为海北藏族自

治州的亮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
是科研的处女地”

扎根青藏高原，这不仅是生活的

选择，更重要的是事业的选择。这里

在生态治理和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面

貌等很多方面需要开展科研工作，只

要你静下心来，全身心投入进去，肯定

能出成果。赵新全时常这样说，也是

这样做的。

37 年来，赵新全的足迹踏遍青藏

高原的山山水水。作为研究所学科团

组首席科学家，赵新全主持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科学院 A 类战略先导专项

项目、基金委重点项目等 20 余项。组

建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

院，有效促进了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

持续发展，支撑了三江源生态保护与

建设工程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与

此同时， （下转第六版）

——记2019年度青海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赵新全

用一生来认识青藏高原用一生来认识青藏高原
这本读不完的这本读不完的““天书天书””

赵新
全在青海
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
贵德县采
集牧草样
品 （2020
年 2 月 29
日手机拍
摄）。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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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睿 通讯员 拜得菊

11月11日，冬日的晴天略感寒冷，

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羊起台新村里，一

排排复古风格的二层小楼和庭院，绿化

带、小溪流、木质凉亭，让冬日的村庄更

显古朴。几位老人们在亭子里谈笑风

生，谈着过往云烟，笑说当下的幸福；年

轻人们听着花儿喝着啤酒，这幅怡人的

画面，让人觉得置身于世外桃源。

以前，吃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上

学难、就医难，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频发的羊起台旧村，是蒲台乡“有

名”的山体滑坡村。

2017年以来，羊起台村开始实施易

地搬迁工程，100 户 313 人搬迁至离乐

都区2公里的碾伯镇高家村。搬迁过程

里，蒲台乡“民事民议民决”，从选址、到

新村建设、到搬迁入住，整个过程全民

参与，使干部搬得放心，群众住得安心。

“搬到这里后，水、电、路、讯等方

便了，学校、卫生室、超市、村民文化广

场应有尽有。这都得益于党的好政

策，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蒲台乡羊起台村村民晁有德老人笑呵

呵地说。

看到我们来村里参观，年逾七旬

的村民郑长福特地邀请我们来看他的

家，他说：“我们用上了天然气、全自动

洗衣机，洗上了热水澡，你看是不是跟

城里人一样？”

搬下来后，羊起台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了旅游公司，采取“支部+公司+
农户”的发展模式，按照“一户一种园，

园园连成片，一铺一产业、铺铺有特

色”的思路，切实将新村打造成集特色

小吃、特色物产、特色民宿、传统作坊

等为一体的“美丽乡愁·家乡记忆”乡

村旅游基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截至目前，村旅游公司接待游客达 5
万人次，公司创收 40 万余元，带动劳

动力 130 余人，其中贫困户 60 余人，年

人均增收 6000元以上。

由羊起台村党支部牵头，依托中

央财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示范村资

金 50 万元，成立亿丰种养殖协会，种

养殖协会流转土地 53.33 公顷，种植玉

米、饲草、荞麦等杂粮，发挥村集体的

主导和农户的主体作用，探索“支部+
协会+农户”运营模式，种养殖业带动

124 人 务 工 ，年 人 均 增 加 务 工 收 入

3000 元以上，形成了“老家有基地，新

村有产业”的发展格局。羊起台村建

立了利益联结机制，产业发展利润按

“6:2:2”分配，60%用于分红资金，20%
为帮扶资金，20%是管理资金。

“我们羊起台村的年轻人早些年

辗转在兰州、西宁等地从事水暖工工

作 ，2016 年 成 立 蒲 台 水 暖 工 服 务 中

心。去年，蒲台水暖工协会入选全省

劳务品牌，7 月成立水暖工服务中心

党支部。”余万红自豪地说。服务中心

带动周边群众就业，目前从业人员达

1600 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15
人，年人均收入达 5万余元。

腾笼换鸟，筑巢引凤。余万红说，

他们将29名村级能人，确定为助力脱贫

光荣户，并将一楼铺面及自家庭院交由

村旅游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免除经营户

2年房租，吸纳外村能人经营传统小吃、

特色产业、推动全村经济发展。

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羊起台新

村将充分利用后山土地及荒坡，建设

滑雪场、山坡花田、家庭宾馆、和采摘

观光园等六个生态旅游项目，将新村

打造成全区脱贫攻坚示范点、全域旅

游示范点和乡村振兴示范点。

一阵孩子的笑声吸引了我们，走近

一看，村民余常贵正帮孩子们从游乐设

备上下来。他说：“日子过得这么好，更

要好好干事，我在游乐场上班，月收入就

能赶上以前的年收入了。”说到这里他的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在他的笑声里，

充满了村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希冀。

从从““山体滑坡村山体滑坡村””到幸福洋气村到幸福洋气村

羊起
台新村街
景。通讯
员 拜得
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