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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所在，就是力量所在。全省
两会强调，奋进新征程，就要振奋精神
再出发，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我们一定要保持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
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让只争
朝夕、勤勉务实成为精神风尚，让真抓
真干、苦干实干成为行动自觉，让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成为鲜明品格，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牢底线思
维，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挑战，万众一心、充满自信地推进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就要以作风建设提
升发展效能，以好作风好形象推动现

代化新青海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努力
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
新业绩。我们要站在政治高度来认识
和看待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
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
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
常态化长效化。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坚
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前进，工工整整把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
标任务写在青海大地上，还有不少难关
要闯、险滩要涉、硬仗要打，没有真抓实
干的过硬作风是不行的。我们要弘扬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真正把
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察

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时时
在状态，事事有担当，不断增强善作善
成的真本领；时不我待加油干、守正创
新勇争先，把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目
标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就要牢记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
干、奋勇前进。人民的期待是我们奋斗
的信念，使命的召唤是我们前行的动
力，必须矢志不渝、笃行不怠，豪情满怀
奋进新征程。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
才能梦想成真。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落实到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各
项工作中，走出一条具有高原特色青海
特征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要求我们以更

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务实的作风，团结一心、扎实苦干；要求
我们不畏风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
前进，保持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
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踏踏实实干好
工作，真正做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
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我们
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
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
事，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
于作为，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为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
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论学习贯彻全省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2 月 2
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青海省从维护湿地生态系统整体

性出发，以加强湿地保护体系建设为

根本，以湿地保护和功能恢复为手段，

强化分级管理，完善制度建设，健全监

测体系，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十项

举措，全力推动从湿地大省向湿地强

省转变。

青海省高质量、高标准编制并实

施《青海省湿地保护发展规划（2022-
2030 年）》《“十四五”黄河青海流域保

护修复实施方案》《青海省泥炭沼泽湿

地保护规划》，到 2030 年，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湿地

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固碳能

力 得 到 提 高 。 不 断 完 善 湿 地 标 准 体

系，为全省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科学引领和法治保障。

规范湿地用途管控，守住湿地生态

红线，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执

法行动，建立全省湿地智慧监测平台，

建立“天上看、地面查”全覆盖的湿地卫

片执法体系，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

将三江源、青海湖 398.6 万公顷湿地纳

入两大湿地类型国家公园。持续推进

湿地生态补偿、退化湿地修复、地形地

貌修复整治、自然湿地岸线维护、小微

湿地建设，多措并举增加湿地面积，恢

复湿地生态功能。 （下转第四版）

全力推动湿地大省全力推动湿地大省
向湿地强省转变向湿地强省转变

本报记者 宋明慧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2022 年，青海广大干

部群众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肩负打造

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责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聚焦

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切实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

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优美生态环境
成为人们的共同向往

优美生态环境是人们的共同向往和期盼。我省深入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围绕建设绿色发展和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目标，以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统筹疫情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坚

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标准抓落实，青海成立了书记、省长任双主任的省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制定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开展蓝天碧水保卫战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着力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统筹推进燃煤、移动源、大气面源污

染治理，年内淘汰燃煤小锅炉 363.78蒸吨，实施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1.3 万户，淘汰高排放老旧车 5287 辆，重点行业安装 VOCs 在线监

管系统 47 套，西宁市被纳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2022年1至11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6.4%。

系统推进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在

黄河、长江、澜沧江及青海湖等重点流域，实施 38 个水环境治理

和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湟水流域内的北川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建成，一些城镇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青海

湖二郎剑污水处理厂扩能工程完工；完成黄河干流排污口排查，

实施湟水河排污口整治 1110 个。2022年 1 至 11 月，长江、黄河干

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持续保持Ⅱ类及以上，湟水河出省境

断面水质达到Ⅲ类，青海湖等重点湖库水体保持优良。

持续强化土壤风险管控，全省土壤环境保持清洁。我省划定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启动全省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等工作基础上，深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治理项目，实施

31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超额完成目标任务。西宁市“无废

城市”试点创建典型模式在全国推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

树藏族自治州入选全国“无废城市”建设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 11月，中办国办通报党中央、国务院考

核我省 2021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结果为“优秀”，且又作为一项

“国字号”殊荣，玉树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黄南藏族自治州

泽库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海东市平安区、海西州乌兰

县茶卡镇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当湟水滔滔穿城而过，三江清流滚滚东去，青海湖碧波荡漾，

人们源于优美生态环境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良好的生态

环境已然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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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 泓 张慧慧

换衣服、穿鞋套、除尘……2 月 2
日 10 时，记者走进青海丽豪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豪半导

体”）宽大敞亮的还原炉厂房。这里

与印象中的工厂有所不同，绿色的地

面干净整洁，看不到一丝杂物；两排

白色的还原炉，高 3 米有余的“庞然

大物”上找不到一片污垢。

在还原炉上有小小的圆形窗口，

透 过 窗 口 向 里 看 ，炉 内 是 亮 眼 的 红

色，一根根多晶硅棒正在高温中“成

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炉产品

出炉需要历经 90 至 100 个小时的“火

炼”，从进料到出炉的每一个环节、每

一 个 步 骤 都 需 要 严 格 把 控 ，毫 厘 之

间，皆是降低能耗和保障产品质量的

“秘密”。

正说着，一辆装满硅芯与所需材

料的料车由远及近，记者与工作人员

一同开启了还原炉“装炉”之旅。

工作人员熟练地将相关组件按

顺序安装。期间，他们认真严谨把控

细节，将组件压紧压实，掌控好硅芯

之间的间距，过程既细致又认真。

细微之处见真章。工作人员个个

精神饱满，铆足干劲。“这每一个步骤

都是环环相扣的，只有我们严把操作

关，方能确保产品的质量。”现场工作

人员说。

这边刚刚结束，那边工人的声音

和机械臂启动的声音相继传来，工业

之美在眼前显现——“我这边情况良

好”“稍等，我正在检查”“起”……在 4
名工作人员的精准配合下，其中一台

还原炉顺利“开炉”，高大的灰色多晶

硅棒映入眼帘，他们就像自信满满的

“绅士”，透着多晶硅独有的光亮，整

齐地伫立在眼前。随后，工作人员将

机械臂挪至还原炉旁，开始取硅棒。

（下转第六版）

““以丽豪实干不负时代以丽豪实干不负时代””

▲取硅棒。

凝凝““新新””聚力聚力
再出发再出发

汇聚汇聚““新新””微光微光
照亮新征程照亮新征程

◀整齐排开的还
原炉。

本报记者 张慧慧 摄

万户千家万户千家
今夜好今夜好

张灯结彩张灯结彩
闹元闹元宵宵
——我省各地

欢度元宵佳节见闻

版版44见今日见今日

版版55见今日见今日

本报讯（记者 陈俊） 1 月 29 日，

记者从海东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海东市

围绕全省“两会”精神贯彻落实，以起步

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状态，全力

推进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将重大交

通项目建设作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强市新引擎，

密集的路网布局、完善的路网结构，将

建成乡村振兴“高速路”，撑起通往高质

量发展的“快车道”。

为确保重点交通项目顺利推进实

施，海东市将重点实施好乐化、大清高

速、G109 小峡口（王家庄至昆仑路段）

改建、G6 京藏高速乐都西（雨润）互通、

民和米拉湾互通等续建项目，年内全线

贯通加西高速；配合做好西宁绕城高速

北环线工程开工前准备，确保项目顺利

实施；力争开工建设民小一级公路老鸦

峡段与 G109 线并线改建工程、化隆回

族自治县群科至隆务段改建工程，谋划

推进化隆巴燕至群科、乐都至互助、西

宁南绕城公路东延至民和等项目，优化

民小一级公路与各相关县区、河湟新区

连接线；整合利用资金，加快县乡道路

提 标 升 级 改 造 ，对 部 分 路 段 进 行“ 黑

化”、单车道改双车道，加快打通旅游交

通“断头路”，提升农村公路等级和抗灾

能力，为乡村振兴赋能。

今年，海东市还将完成农村公路建

设投资 6 亿元，全面开工建设官哈公路

（大河家至巴燕段）；新改建互助县威

林、威边公路，民和县川杨公路（峡门至

杨家店段）、化隆县夏琼公路等通乡镇

公路巩固提升工程，完成农村公路灾后

恢复重建项目投资 1.33亿元，实施行政

村破损硬化道路修复工程、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实施好投资 478 万元的黄河公

伯峡库区水路基础设施专项养护工程。

据介绍，海东市将落实省市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农村公

路“路长制”，压实县级政府管养主体责

任，明确县乡及通村公路养护标准，实现

“有路必管、有路必养”；加大城乡公交运

力投放，统筹客、货、邮融合发展，推进核

心区至各县、各县之间、各县区与西宁市

及曹家堡国际机场间的定制客运；在乐

都、平安两区各打造两条，其他县各打造

一条敬老爱老城市公交服务试点线路。

海东海东：：建好振兴建好振兴““高速路高速路””
撑起发展撑起发展““快车道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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