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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文娟

随着第 10个飞行架次成功降落三

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五道梁兵站，

为期 9 天的冬季三江源国家公园综合

科考，首次利用直升机搭载可见光、中

波红外、偏振光、激光雷达、高光谱等

载荷，辅助无人机、地面调查等方式开

展了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草地生态、微

生物、湖泊河流等资源的综合科学考

察，科考范围覆盖索南达杰自然保护

站到五道梁、勒池草原等区域约 3000
平方公里。

高新技术助力，助力三
江源国家公园综合科学考察

吃过早饭，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聂博洋就和伙伴们

一起来到参与此次科考的直升机前，

开始检查调试相关设备。而此时的三

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五道梁兵站最

低温度达零下 26摄氏度，穿着厚棉服，

戴 着 棉 帽 ，还 是 能 感 觉 到 丝 丝 寒 意 。

据聂博洋介绍，在高海拔地区开展直

升机作业，他还是第一次。“由于海拔

高，温度低，很多设备都运转不起来，

有时还会出现工作不正常，需要做很

多次调试。”调试了一会儿设备，聂博

洋的手就冻红了。

十时多钟，温暖的太阳光让海拔

四千多米的高原有了些许暖意。三江

源国家公园研究院院长赵新全在现场

指挥着，此时赵新全的眼睫毛和眉毛

上已经挂上了一层冰霜。

“从 12月 22日开始，直升机组就开

始了相关的高空作业，虽然有难度，但

机组全力克服，对设备一再调试，目前，

直升机完全可以完成 109 国道索南达

杰保护站到五道梁之间、勒池草原的高

空综合科学考察任务。”中科院空天信

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桂峰说。

虽然天气晴朗，可寒冬里高原上

的风吹起来，仿佛要渗到骨头里一样，

来自南通大学脆弱生态环境研究所的

孙义教授和伙伴们克服高原反应等各

种不适，依然坚持作业着。

孙义说，此次科考中，无人机组配

合直升机组开展相关工作，他们的科

考任务有两大块，一是有关鼠兔洞口

的调查，另一块就是草地植物物种的

分布调查。“需要的图片资料基本都拍

到了，后续的分析还得回去再做。”

据介绍，此次经过 20.37 小时的飞

行，此次考察从空中拍摄大型食草动

物、植被、地质地貌等高清晰度照片 3
万余张，植物地面参考样方及生物量

50 余个，藏羚羊、鼠兔组织及消化道内

容物等活体样品 100 余份，野生动物粪

便样品 150 余份，这些将对研究该地区

有蹄类动物种类、数量、分布，野生动

物适应及进化、微生物资源利用以及

水资源、地质地貌等提供宝贵资料。

全面摸清资源本底，为
建设三江源国家公园提供科
学依据

为全面摸清三江源国家公园现有

野生动物和草地生态资源本底，构建示

范性、标准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科学监测、评估和预警方法，

实现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科学管理等重

大科学问题提供科学理论、方法及实践

研究，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在三

江源国家公园全面开展了动植物及微

生物研究样本采集，获取国家公园长江

源区勒池草原冬季野生动物及家畜数

量、分布等第一手科学资料，调查该区

域有蹄类动物种群数量及冬季分布范

围，并了解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生产生活

的影响，为新时代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

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距离索南达杰保护站 20公里远

的地方，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微

生物副研究员刘宏金和同事正在高原

鼠兔洞前布设绳套。此次科考对他和

同伴来说是一次大挑战，不仅要克服

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对捕捉到的

高原鼠兔进行解剖。

“这次科考新增了高原鼠兔解剖

任务”，刘宏金说，高原鼠兔是青藏高

原高海拔的关键物种之一，这次科考

主要是想对高原鼠兔的器官组织以及

肠道微生物进行综合研究，同时了解

高原鼠兔肠道微生物的适应性。

在另一块平整的草地上，中科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贺福全和同伴

正在采集植被样本。贺福全说，他们

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这个区域草的长势

情况，并将植被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

分析，针对这块草地的承载能力，测量

草地产量，给直升机和无人机做地面

验证工作。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

究员连明新和他的学生王东，通过望

远镜等设备实时监测藏羚羊、藏野驴

等 野 生 动 物 的 行 为 。 连 明 新 回 忆 ，

2002 年，当他第一次到可可西里进行

监测时，基本从下午 1 时开始起风，一

直刮到晚上 7 时，非常“准时”，而那时

藏羚羊的交配期是从 12 月中旬到 1 月

中旬，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最近这些

年，藏羚羊等动物也会根据气候变化

来调整自己的繁殖策略。

全力服务保障，加强科
考成果集成创新与转化应用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启动以来，青海省委、省政府将全力

保障好、服务好、推动好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成立由省长为

组长、主管副省长为副组长的省第二

次青藏科考领导小组，组建成立省青

藏科考服务和成果转化中心，为扎实

推进青藏科考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

保障。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积极争取下，我省共有 15家科研单位、

278 名科研人员全面参与了第二次青

藏科考 10 大任务的 29 个专题。截至

目前，先后服务保障省内外 100批（次）

1400 余 名 科 考 人 员 在 我 省 8 个 市

（州）、45 个县及 200 多个区域安全开

展科考任务。

对此，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莫

重明表示，省科技厅将积极争取国家

支持，切实推进青藏科考服务平台和

野外综合科考基地建设，围绕青藏高

原科学数据中心青海分中心建设，推

进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的互

联互通、资源集成与共建共享，实现数

据最大共享，全面服务第二次青藏高

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围绕青海绿色

发展凝练科考目标任务，统筹省内外

科研力量和科技资源，加大对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方案研

究并提出应对举措。围绕我省产业特

点和重点领域，及时发掘科考成果与

我省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的结合点，加强科考成果集成创新与

转化应用，力争形成一批推动我省生

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用得

上 、有 影 响 、留 得 下 ”的 重 大 科 考 成

果。同时，进一步深化与科考任务专

题团队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青藏科

考任务专题团队开展跨区域、跨部门、

跨学科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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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倩） 记者从 1 月

7 日召开的青海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系列新闻发布会·金融精准扶贫专场新

闻发布会了解到，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

司近年来主动适应青海农业产业发展

和风险需求，围绕农业保险“提标、增

品、扩面”，持续加大产品开发推广力

度，目前已形成覆盖全省主要农畜品种

的产品体系，涵盖种植业、养殖业、森林

等 三 大 领 域 34 个 品 种 。2007 到 2020
年 间 ，公 司 累 计 提 供 农 业 风 险 保 障

1527.2 亿元，参保农户达 223.5 万户次，

确保农牧民承保理赔“有门可进、有人

可找”。

2007 至 2020 年，人保财险青海省

分公司累计处理赔案达 80 万笔，支付

赔款 22 亿元，受益农户 150.4 万户次。

同时，在做好日常理赔服务的基础上，

全 面 快 速 准 确 做 好 大 灾 理 赔 服 务 工

作。2019 年初，公司在玉树特大雪灾

中秉持“特事特批、急事急办”，赔付藏

系羊、牦牛 6.97 万头（只），赔款 1.04 亿

元，受益牧户 4.8万户次。

此外，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探索

新模式，构建多维度保险扶贫体系，着

力打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

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困难人群医疗救

助+医保扶贫保险+社会慈善救助”五

位 一 体 医 保 经 办 服 务 模 式 。 2020 年

度 ，报 付 大 病 医 疗 费 用 5947 万 元 和

1.58 万人次，报付比例达 62.87%，医保

服务领域扩展至困难人群医疗救助服

务，为 9.94万人次报付医疗救助待遇资

金 1.61亿元，自费比例不到 10%。

人保财险青海省分公司
实现全省主要农畜品种产品体系全覆盖

确保农牧民承保理赔确保农牧民承保理赔
““有门可进有门可进 有人可找有人可找””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1 月 8
日，记者从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今年西宁市将对位于城东区八一路

东端、湟水河南岸的湟乐公园进行改造

提升，打破城市灰绿界面，优化公园生

态底色，同时融合地域河湟文化，湟乐

公园将被打造成为集休闲健身、娱乐活

动、生态旅游为一体的城市综合公园。

据 了 解 ，湟 乐 公 园 占 地 约 224877
平方米，京藏高速与韵家口高速出口分

布在周围，是展示城东区城市形象的重

要节点，但一直以来存在缺少面向城市

的界面、现有公园内的风格不一致、水

体循环状况较差等缺点。在此次改造

中，湟乐公园将划分为入口区、生态活

力运动区、铁骑沟保护区、湖景眺望区、

市民客厅活动区、滨河保留区六个功能

分区。园内设置健身活动场所，修整现

状道路增加健身步道，在林中形成多处

开阔的场地，并通过对生态面貌的重

塑，重新调配软硬质地面的关系，提高

绿地率与绿视率，园路贯通东西，景观

桥连接河湖沟水岸，建设开放舒朗、充

满艺术气息的公园游赏环境。结合雨

水收集，让公园成为海绵调蓄体。湟乐

公园还将开放边界，融入城市基底，增

强公园的通达性和连贯性。

改造中，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场地内

的植被、自然排水通道和其他重要的自

然资源，使植物对水、肥料和维护需求

最小化，并增加景观中的生物量。同

时，为节约劳力物力，设计节约土方平

衡，运用当地适栽植物，根据场地条件，

对现有建筑赋能，充分利用。

西宁将改造提升湟乐公园西宁将改造提升湟乐公园
为城市综合公园为城市综合公园

（上接第一版）

解“四难”清除制约增后劲

要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建

设是关键。为此，我省扎实开展“十个行

业”扶贫行动，集中精力解决交通、电力、

网络通信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贫

困地区打基础、增后劲。

2016 年，西宁市湟中区拦隆口镇卡

阳村建成了 7.8公里的乡村旅游公路，使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贫困山村，一跃

成为年接待 30 多万游客，门票收入达到

500多万元的旅游村。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十三五”

以来，我省累计投资 136 亿元，新改建农

村公路 3.04 万公里，2019 年底实现具备

条件的行政村 100%通硬化路、通客车。

要想让贫困群众全身心奔走在脱贫

致富的道路上，就必须优先解决道路、饮

水、电力、通信等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后

顾之忧。

“十三五”以来，我省累计落实 30.7
亿元用于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全省 260.6 万农牧民群众（包括

30.14 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水平得到

巩固提升，实现绝对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清零”目标，农牧区所有贫困群众全部

喝上“安全水”。

同时，我省累计投入 190.5 亿元，推

进贫困地区电网升级改造，实现 110 千

伏电网在青海县域全覆盖，乡镇大电网

覆盖率达到 97%，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电压合格率达到 99.5%。同时，

解决了 12个离网光伏供电乡用电问题。

“十三五”以来，我省已完成 5 批次

电 信 普 遍 服 务 试 点 ，项 目 总 投 资 33 亿

元。完成 3174 个行政村的光纤宽带建

设 ，在 偏 远 区 域 新 增 2511 个 4G 基 站 。

2015 年我省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率仅

11.7％，2019 年底行政村(村委会)已全部

实现光纤网络通达、4G 无线网络覆盖。

通过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不仅

解决了全省包括 1622 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通光纤问题，支撑和服务了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而且有效提升了全省通信网

络 覆 盖 率 ，提 高 了 通 信 服 务 质 量 和 能

力。光纤宽带 IPTV 可接收 130 多套电

视节目，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治安防控、

交通出行、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得以推

广，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得以实现，各类

应用助力乡村脱贫致富。

强教育 后续发展储人才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斩断

根植于贫困户身体里的穷根，让贫困户

的脑子富起来，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贫困

问题，只有把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出来，

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

果洛州久治县哇赛乡民族寄宿小学

是距离久治县城最远、海拔最高、条件最

艰苦的薄弱边远牧区学校。得益于近年

来的教育扶贫，如今这所学校的总建筑

面积已达到 5700 多平方米，多功能室、

图书阅览室、音乐室、美术室、科技室、心

理咨询室、计算机教室、班班通设备，学

生宿舍楼、学生食堂、教师公寓、风雨（室

内）操场、复合塑胶跑道等设施一应俱

全。

“如果不是曹老师的帮助，我连学习

文具都买不起。”家住海北藏族自治州海

晏县的吴胜启今年上二年级，是个朴实、

认真、好学的孩子，可因为家庭贫困，生

活、学习都成了家里的负担，几近辍学。

“一对一”帮扶是海北州针对贫困学生进

行在编职工定向帮扶的措施，各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均对在校生进行生活和学习

上的“一对一”帮扶，达到了定点、精准、

有效的帮扶效果。“十三五”期间，我省全

面落实各学段资助、助学贷款、异地办学

等政策，每年约 80 万学生受益，农牧民

子女因学致贫、因贫辍学的问题得到全

面解决。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改薄”工作

和师资队伍力量建设，贫困地区教育条

件明显改善。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工作，累计劝返失辍学学生 2.82万人，

至 2019 年年底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达到 96.9%。

重医疗 护卫健康惠民生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是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一道难题。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对贫困群众来说，一

场大病就是一场灾难。解决好贫困人口

的健康问题，就等于消除了脱贫路上最

后的“拦路虎”。

“现在看病花钱比以前少多了！”身

患慢性肾炎多年的杨宇栋家住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古鄯镇，从 2014 年开始，每

周要在离家百公里外的省城一家三甲医

院做三次血液透析。“长期住不起院，只

能在外面租房住。”因为生病，杨宇栋家

徒四壁，还欠了不少外债。

2016 年，民和县人民医院建成了血

液净化中心，县上和杨宇栋有相同情况

的 20 多名患者从此可以在家门口做血

液透析，每次还能节省一百多元。

“我被评定为村上的贫困户，自己只

要掏 10%左右的住院费，一年一两万元

就够了。”杨宇栋的脸色虽然憔悴，但脸

上比以前多了笑意。

“十三五”以来，我省全面完成农牧

区 1472 所村级标准化卫生室新改建任

务，所有贫困村卫生室都达标。实施健

康扶贫“三个一批”行动，落实“六减十覆

盖”政策，将大病救治病种扩大至 35 种，

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道

“保障线”，贫困人口住院自费比例控制

在 10%以内，大病救治率达到 100%。我

省是全国包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省份之

一 ，2012 年 全 省 包 虫 病 患 病 率 为

0.63%。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省上全面

实施包虫病防治攻坚行动，完成流行区

人群筛查 500 万人次，累计确诊包虫病

患者 1.4万余人，对所有需要药物治疗的

患者免费给予药物治疗，2019 年底全省

包虫病患病率下降到 0.29%。

兜住贫困群众的“幸福底线”

本报海西讯（记者 张洪旭） 警犬

在特警队员指引下钻过一个又一个障

碍，面对“危险”毫不畏惧；突击队员上演

房间突入，配合默契、行动快如闪电……

1月7日，为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组织开展

“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党政机关、医

疗卫生系统、工商界等 10 余家单位 100
余名职工代表深入警营，“零距离”体验

“警彩”生活。

代表们在讲解员的引导和讲解下，

先后参观了海西州公安局工作成果展，

警用武器装备、警用车辆展，海西州公

安局指挥中心、DNA 实验室，并通过观

看警犬障碍、车辆查缉、高精度狙击等

特警汇报科目，让代表们直观感受到了

只 有 在 电 视 中 才 能 见 到 的“ 特 警 力

量”。大家纷纷表示，为身边有这样一

支英勇善战的特警队伍感到安心和放

心！

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的开展，旨

在搭建警民交流沟通的良好平台，使群

众深入警营、了解警营，互相学习、交流

经验，进一步拉近警民关系。

海西海西：：““零距离零距离””体验体验““警彩警彩””生活生活

警犬通过障碍演练。 通讯员 易春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