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 一周要闻 责任编辑：郝青宁 排版：项青尖措

投稿邮箱：hnb861@163.com2

本报讯（通讯员 马军国）黄南州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观、消费观、政绩观，坚定不移走
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优化配置
资源、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绿色
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
质和城乡文明程度。

以实施生态工程为基础，筑牢绿色屏
障。大力实施生态治理工程，强化大气、水、
土壤污染治理，健全重点区域环境污染联防
联控机制，全面落实“河长制”，着力解决河
道管理保护突出问题，严格执行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加快“四河四库两渠”综合治
理，坚守生态安全底线，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构建生态文明体制“四梁八柱”。今年
治理黑土滩7万亩，治理草原鼠虫害473万
亩。结合每月环境卫生集中清扫日，充实环
卫力量、完善环卫设施、健全城乡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和生态环境体系，进一步优化城乡
生态人居环境。目前，全州农牧区均已配备

健全垃圾处理设施，261个村庄均已建立保
洁员队伍，保洁员达5610人；扎实推进国土
绿化工作，统筹推进三江源二期工程、天保
公益林高标准造林、封山育林等造林工程，
以多主体参与、加大黄河流域荒山植树造林
力度。今年完成人工造林27.53万亩、森林
经营9.5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156万余株。
相继实施高原美丽乡村41个，绿化村庄、寺
院、校园99个。投资13亿元实施城镇建设
项目，城镇道路绿化52.4亩、安装路灯1.4万
盏、整治人行道28万平方米，全州城镇绿地
率达26.37%。

以特色农牧业为突破，建立绿色体系。
加快特色农业发展，大力实施“菜篮子”工
程，已建成省级“菜篮子”生产基地8个。在
黄河、隆务河谷地打造特色生态种植业开发
基地，建立苗木专业合作社63个，经营面积
5382亩，年产苗木100万余株，产值1200万
元；加快有机畜牧业发展。在泽库、河南两

县着力打造有机畜产品生产基地，全面推广
“拉格日”模式。同仁、尖扎两县着力打造全
省健康生态养殖示范基地，积极发展农区设
施畜牧业，加大肉牛肉羊自繁自育力度。全
州已发展畜禽规模养殖场153家，完成7个
智慧生态畜牧业示范点建设工作，建成牦
牛、藏羊标准化高效养殖基地76个，有机畜
产品生产基地25个，累计推广牦牛藏羊4.5
万头只，繁育“雪多牦牛”良种4000余头。

以探索绿色能源为重点，优化生态环
境。积极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扎实推进清
洁低碳行业健康绿色发展，建立同仁、泽
库两县再生利用回收企业，年回收各类再
生资源1750吨；着力开发利用绿色能源，
全州建成水电站29座、年均发电量为73亿
千瓦时，建成光伏电站5座、年均发电量
1.5亿千瓦时。完成电能替代项目57个，新
增用电负荷 1.12 万千瓦，增售电量共计
223.12万千瓦时。

本报讯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青海开展环保督察工作以来，黄南州高度
重视，迅速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中的短板，加
强督查督办、狠抓工作落实，从快从严抓整
改，立行立改促落实，确保交办问题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着落。随着一件件群众关心关注
的环境问题得到整改落实，环境保护督察以
严督深察、推进问题整改获得群众好评，在全
州各界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尖扎县县委副书记华志表示，长期以来，
尖扎县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很多成效，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些问题。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工作，
不仅可以激发全县上下保护生态环境的热
情，同时还可以对目前生态环境进行一次“回
头看”，为下一步环保工作指明方向。

泽库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索太本表示，中
央环保督察既是我们对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情况的一次全面盘点，也是对全县环境保
护工作的一次督促，对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县生态环境局作为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以此次督察为契机，以

全县八场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手，以大气、水
和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措施，加
大环境监管力度，对环境违法实施“零容忍”，
坚决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持续改善全县
环境质量状况。

河南县退休干部谢日布说，作为土生土
长的河南县人，能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很欣慰。以前一到冬季，沙土、尘土、垃圾
满天飞，现在建设场地管理得好、封闭得好，
生态环境保护搞得也好，整个街道、小巷卫生
也打扫的干净，县城、乡下都看不到垃圾了，
这就是环境改善的明显标志。以前县城周
边，挖土、挖沙子的行为很普遍，现在都得到
了有效的遏制，遗留的坑坑洼洼也得到了恢
复，我感到非常满意。

尖扎县中学五年级学生杨晨璇说，生态
环境保护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
为一名少先队员，我将积极投入到爱护环境、
美化环境的绿色实践活动中，从我做起，从小
事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老师在课
堂上讲的、自己从书本中学的、父母教育要求
的环保理念通过自身的行动转化为具体的实
践，在实际生活中发扬热爱生命、保护环境的
传统美德。

同仁县加吾乡协知村村委会主任卡泽加
说，中央开展环保督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
不仅可以增强广大农牧民的环保意识，同时
增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幸福感。从健康而
言，保持整洁的人居环境，可以减少疾病的
传染。

同仁县隆务清真寺阿訇韩乙闹斯说，作
为一名教职人员，利用主麻日，引经据典，宣
传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引导信教群众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落实好保护环
境这一义不容辞的责任。

尖扎县各寺院听闻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
我省的消息后也都纷纷叫好，表示将一如既
往地积极拥护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护好生态环境。措周乡
古哇寺民管会主任叶西智合巴表示，生态环
境保护本是藏传佛教教义的一项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向来敬畏大自然，从不提倡乱砍乱
伐、乱盗乱采，将山川河流奉为神山圣水，把
它们保护起来。现在党和政府下定决心从严
整治破坏生态环境的恶行，我们举双手赞成，
并继续动员全寺僧侣积极参与生态环保
工作。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进驻青海
引起我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交青海省第7批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019年7月21日16时，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青海省第7批群众信
访举报案件，其中涉及我州同仁县 1 件
（注：属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重点关
注案件）。

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交青海省第8批
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019年7月22日16时，中央第六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青海省第8批群众信
访举报案件，其中涉及我州尖扎县 1 件
（注：属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重点关
注案件）。黄南州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尖扎县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一起涉恶案件

本报讯 7月19日，尖扎县人民法院依
法对被告人斗某等10人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寻衅滋事、非法采矿案公开进行了审
理。该院采用汉藏双语进行开庭审理，并邀
请10名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法监督；被
告人家属委托13名律师出庭辩护，2名被告
人由法院指定律师为其辩护；受害单位委托
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20名被告人亲属、
10名涉案所在地乡镇和村“两委”代表参加
旁听。同时，果洛州、黄南州两级法院10名
干警参加庭审观摩。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尹玉海，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同生
亲临现场指导。

此案于今年5月24日由尖扎县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涉案金额1178万余元，社会
影响较大，群众关注度高，是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在尖扎发生的重大涉恶刑事
案件。为切实审理好该案，尖扎县法院举全
院之力，精心组织，周密安排部署。由院长
亲自担任审判长，并与两名审判经验丰富的
资深法官组成合议庭。本案开庭审理前得
到了州、县扫黑办和相关领导高度重视，并
对案件庭审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制定
了《关于审理被告人斗太等十人涉嫌敲诈勒
索、寻衅滋事、非法采矿、强迫交易案庭审安
全保卫工作的实施方案》，全院干警参与，抽
调全州法院干警17人、县公安局干警20
人、县医院医护人员4人，组成安全保卫、值
庭押解、后勤保障、通讯车辆保障组。州、县
电视台新闻记者4人全程进行采访报道。
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坚
决做到时间、人员、任务、责任“四个到位”，
从而确保庭审工作顺利进行。

在全院干警及全体抽调工作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该案件审理工作正在秩序井然、
有条不紊进行审理中。

将“人才之家”打造成人才党支部
本报讯 近年来，黄南州针对许多在当

地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青年既不是党员也
不是干部的实际，采取三步骤，以人才培养
的方式让他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一是将藏区优秀青年纳入人才范围，重
点支持培养。依托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实施“热贡文化人才培育工程”省级
人才重点项目，通过“基地建设+人才培育”

“文化企业+人才培育”“示范户+人才培育”
“领军人才+人才培育”等模式，以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和热贡文化园区为依托，强化文化人才培
养。对履行义务好、表现突出的国家级、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优先给予政策、资金倾
斜。按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2万元、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5000元的标准发放传习
补助。2017年 10月，在同仁县热贡龙树画
苑挂牌成立省级“人才之家”。2018年以来
打造了3个州级热贡文化人才培育示范基
地、6家热贡文化人才培育示范企业、16户
热贡文化人才示范户、7名热贡文化领军人
才。目前已拥有590多名国家级、省级、州

级、县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5名、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8名。热贡唐卡艺术大师
尕藏入选2018年全省领军人才，高级畜牧
草原师卡着才让、热贡艺术唐卡传承人尕
藏才让入选2018年全省拔尖人才，并一次
性给予每人 20 万元至 60 万元培养经费
资助。

二是将“人才之家”打造成党支部，将
画师发展为党员。 打造“一堂一团一基地”
模式（黄南州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红旗宣讲
团、党性教育基地），采取“技能传承”与“精
神传承”相结合方式，给藏区青年人才讲党
的历史、理论和方针政策，讲“两弹一星”爱
国奉献精神，让其中的优秀分子逐渐在思
想上入党又组织上入党。近三年，全州从
青年人才中发展共产党员574名，国家级工
艺美术大师、省级“四个一批”优秀人才娘
本，全国优秀党员、致富带头人久美拉杰等
83名专业技术人才、乡土人才担任黄南州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省劳动模
范”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扎西郎灯、泽库县

“拉格日”模式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党员俄
多，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
传承人更登达杰等12名乡土人才担任省政
协委员和州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三是通过入党的少数民族人才，引领带
动周围群众。全州新建非遗传习中心 47
个、热贡艺人之家300多家，打破热贡艺术

“传内不传外、传僧不传俗、传男不传女”的
传统观念，通过免除学费、食宿费，发放补
助的形式招收学徒进行传承，每年培养学
徒2000余人次，已初步形成以唐卡、堆绣、
石刻、泥塑、藏戏等为核心、各类文化人才
聚集的热贡文化产业群体，热贡艺人从5年
前的8000余人增加到现在的1.3万人。同
仁县吾屯村从事热贡艺术的户数占全村总
户数的98％，人均收入从5年前的5000余
元增长到目前的3万余元；年都乎村从事热
贡艺术的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70％以上，
人均收入从 5年前的 3000 余元增长到 1.5
万元。如今，黄南州广大农牧民群众“家家
张贴领袖像，人人感恩党关怀”已成为行动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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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进行时环保督察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