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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南州持续推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
境，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主体，提高科技创新
能力，进一步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发展新
优势，为推动黄南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
支撑。

科技项目助推科技创新发展。围绕青
海省科技项目指南，认真谋划2021年科技
项目，组织申报省级科技项目20项。其中，
《高原地区无花果良种引进选育及设施栽培
技术研究与示范》《黄南地区绿色果品蔬菜
生产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旱寒荒山治理
中微创植根绿化及束根育苗技术的应用》
《黄南州数字“三农”创新平台推广与应用示
范》等4个项目已列入今年重点科研项目，科
技资助资金400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努力
攻克一批影响全州农牧业及社会领域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性技术瓶颈问题,使科技

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显现。
科技成果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完成《黄

南州野生芦笋资源调查》《黄南州特色农作
物套种模式研究与示范》《黄南州高寒牧区
设施园区防控杂草研究》《青藏高原饲用玉
米引种筛选》4个科技项目的成果验收，均取
得省级科技成果。其中，《黄南州野生芦笋
资源调查》《黄南州特色农作物套种模式研
究与示范》两个项目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黄
南州高寒牧区设施园区防控杂草研究》《青
藏高原饲用玉米引种筛选》两个项目达到省
内先进水平，为全州农业产业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

“三区”人才助推乡村振兴。通过组织
选派、自我推荐、基层挑选等多种方式,争取
国家科技部“三区”人才120名，下达补助资
金240万元，建立了“三区人才+企业+农牧
户”的科技服务模式，为全州32个乡镇130

个行政村和6家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培育科
技示范基地10家、科技示范村26个、科技示
范户500户，辐射带动周边农牧户1万余户，
科技示范效应初见成效，搭起了科技服务新
农村的“长梯”,解决了科技推广应用“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

“一区三园”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按
照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及其管
理委员会，积极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一
区三园”建设新模式，即：以河南县为中心的
产业示范区，同仁市培育一家中藏药材产业
园、尖扎县培育一家设施农业产业园、泽库
县培育一家有机牧草种植产业园。通过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农牧业增
效和农牧民持续增收。

强化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黄南州坚持统一领导、
综合协调，不断巩固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制，优化创新管理机制，着力建立健全公
共卫生应急保障支撑体系。

修订编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预案》《食物中毒
应急预案》《急性职业中毒应急预案》等五个
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完整的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和指挥体系，从制度
上保证和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疾病监测系统不断完善，鼠疫、新冠肺
炎等重大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治措施全面
落实。全州连续40年实现人间鼠疫零发
生。“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服务模式持续巩
固。艾滋病保持在低流行水平。高度重视
预防接种工作，疫苗报告接种率95%以上。
严重精神障碍综合管理省级试点工作稳步
推进。突发事件上报率、处置率以及紧急救

援率均达100％。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持续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洁净美”专项
行动，卫生环境持续改善。创建省级卫生县
城两个 、卫生乡镇11个、卫生村14个。同
仁市、尖扎县正在创建全国卫生城市。

改扩建州疾控中心和一市三县疾控中
心实验室、业务用房等，配备相关设备。实
施投资1600万元的4家综合医院院前急救
能力建设项目，加强重症医学、急诊科等临
床重点科室建设。争取4400万元，强化综
合医院传染病区建设，提高救治应对能力。
州疾控中心争取抗疫特别国债资金1024万
元，各市县投入805万元实施疾控中心核酸
实验室建设项目并投入使用，全州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投资800万元的黄南州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库和总投资150万元
的黄南州疾控中心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项
目开工建设。争取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特殊转移支付补助资金617万元，制定《黄
南州州级医药储备管理办法》和重点救治药
品、医疗防护物资、医疗救治设备储备清单，
实行动态调整、动态储备。同时，各市县分
别储备10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

成立州、市县、乡镇三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工作机构，分级分类组建疫情研
判、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医疗救治、
社区防控、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等防控
队伍和医疗救护、现场调查等应急队伍。建
立传染病疫情、中毒、辐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紧急医学救援、卫生监督采样监测等专业
队伍，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形式选派人
员赴天津等地进行卫生应急处置业务培训，
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各乡镇卫生院根据
本地区卫生应急工作特点组建卫生应急分
队，与专业应急队伍协同作战，形成了卫生
应急工作层层管理、机构层层负责的工作新
格局。

本报讯 黄南州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
丰富，沉淀了92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
村落，是全省传统村落的富集地。近年来，
黄南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州关于开
展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相关部署要求，全力抓
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按照“1+2”模式，配合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标准开展《黄南
州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总体规划》《祥
和箭乡详细规划》《藏地牧歌详细规划》等
编制工作,已完成第二轮座谈及调研，正在
开展专家论证会及规划完善公示、报批等
工作。

及时开展同仁市藏地牧歌和尖扎县祥
和箭乡两个典型传统村落片区先行示范建
设，探索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经验，构建集中

连片试点样板，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经验。
做好与全州“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库

的衔接，抓实项目储备和动态管理、项目筛
选工作。拟整合各类项目79项，整合资金
14.485 亿元，其中：引入社会项目 12 项
1.042亿元，村集体和村民自筹5项0.336亿
元，助力项目顺利实施。

组织开展30个传统村落“测绘建档”，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三维测绘等工作，为
保护传统村落提供依据，为创建传统村落展
示馆和传统村落传承、延续奠定基础，实现
对传统村落的数字化管理。对37个州级传
统村落进行挂牌保护，建立传统建筑工匠台
账和州级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库，加大传统工
匠培训和指导保护工作力度。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及各类新媒介平台

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传统
村落的价值，保护传统村落的意义，发动群
众主动参与到传统村落保护当中，让传统建
筑、传统文化真正地在村庄里保留下来。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各方面力
量，致力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突出乡村
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传统村落与
乡村振兴上找到契合点，在风貌控制、人居
环境改善等方面做出探索，走出一条适合黄
南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新路子。

编制《黄南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不断
完善各项保护工作制度，将乡村建设及文化
保护与管理融入村级管理重要内容，纳入到
村规民约中，提高村民自我管理的参与度，
促进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规范化、全民化、持
久化。

黄南全力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本报讯10月12日，同仁市隆务镇一居民将
一面锦旗送到同仁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正是
因为这面锦旗，同事们才了解到辅警张志毅见义
勇为的事迹。

10月11日下午，正值轮休的张志毅在接女
儿回家路上，听到隆务河边中传来孩子的呼救
声，远远望去有一名儿童在河水中挣扎。张志毅
飞快跑到岸边，当时落水孩子已经被湍急的水流
冲出岸边二十多米远，身体几乎没入水中，只有
头和手时而露出水面。他来不及脱掉衣服和放
下自己的贵重物品，奋不顾身跳入水中进行营
救。隆务河景观带有堤坝蓄水，水深且湍急。他
经过深水浅滩，成功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此时，落
水的孩子已经昏迷，面呈紫绀色。他利用平时所
学知识，立刻对孩子展开急救。经过一番抢救，
孩子终于恢复了呼吸。

周围了解情况的市民纷纷夸奖道:“见义勇
为、英勇救人的行为值得点赞，他是人民的好警
察。”然而谈及到点赞表扬，张志毅却显得非常低
调:“当时只想着自己是人民警察，想着第一时间
去救人，把他救起来，就是践行忠诚使命，用行动
兑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庄严承诺。”

获救儿童家属表示：同仁市交警大队培养的
好警察，确实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不仅拯救了一
个孩子，还挽救了一个家庭，表示对张志毅同志
以及广大公安干警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报讯 今年以来，尖扎县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州、县委农村牧区工作会议精神，以努
力打造青海涉藏地区乡村振兴典型样板为目
标，按照“保耕地、稳粮食、重油菜、强青稞、抓蔬
菜、显特色”发展思路，坚持稳定粮食生产，培育
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农牧业增产
增效和农牧民增收。

粮食产量稳中有升。今年全县供应小麦、
油菜等种子40.2万公斤，农作物播种面积为7.4
万亩。粮食产量喜获丰收，全县冬小麦、春小
麦、青稞三类作物总产量为1507.9万公斤；加强
良种引进和繁育，成功试种青麦10号100亩、
铁研53粮饲兼用型玉米120亩；丰富群众“菜
篮子”，引进网纹瓜、火龙果等新品种8个，水培
蔬菜、间作套种等新技术两项，设施农业各类蔬
菜产量达1600吨以上，产值达1千万元以上。

有机农业全面推广。持续推进绿色农业增
效行动，全域覆盖，整县推进。全县施用有机肥
面积达7.4万亩，已发放有机肥1.008万吨。在
原有7个绿色食品认证的基础上，新申报的5个
农产品荣获国家A级绿色食品认证。

特色种植快速发展。按照“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思路，发展“色彩农业”，扩大油菜、黑青
稞、芦笋、藏茶、大果樱桃种植，促进农旅结合，
增加群众收入。同时，强化种植园区规模化、专
业化发展，打造“一个基地，一个品种”，大力培
育专业辣椒、葡萄、西瓜、草莓苗等特色基地。

畜牧养殖安全稳定。尖扎滩乡73.8万亩草
场、3.9万只藏羊、1.3万头牦牛已获得有机转换
认证；加强畜禽养殖及动物防疫工作，全县免疫
各类畜禽35.4万头（只），注射各类疫苗约77.8
万毫升/头份；严格查证验物，严防疫情传入，排
查全县生猪养殖场283户，排查生猪1969头；
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有效利
用“两个万头”以及其他养殖场产生的粪污废弃
物，转化为有机肥，加快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
步伐。

水产养殖提档升级。目前，全县网箱养殖
产量620吨，新引进加州鲈鱼鱼苗15万尾，预
计年底出产商品鱼7.5万公斤。同时，为规避养
殖风险，引进集装箱循环水养殖、流水槽冷水鱼
养殖技术，建成陆基渔业工厂化循环水冷水鱼
养殖车间厂房主体，预计年底冷水鱼产量达
1000吨。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2021年共争取落实
财政扶持农牧业发展项目资金3831.7万元，实
施乡村振兴示范点、农业基础设施、生态畜牧
业、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
工程体系等26个建设项目。

辅警勇救落水者
危难之处显担当

尖扎县农牧业
工作成效显著

10月12日，由天津援青前方
指挥部、黄南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举办的天津“名医进黄南”大型
义诊活动在热贡广场启动，并将
在全州范围内陆续开展。覆盖
骨科、普外科、心血管神内科、妇
科、产科、儿科、中医科、皮肤科
等相关诊疗服务。当天，心电
图、B 超、X 光、血尿常规等检查
项目全部免费。

多杰旺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