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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2021年，黄南州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食品安
全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工作机
制，扎实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整顿规
范食品市场秩序，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强化协调联动机制。制定印发《2021
年全州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2021年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责任清单》《食品安全
事件应急预案》《肉类市场专项整治实施
方案》《关于加强散装奶规范管理工作方
案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及时调整完善
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加强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预警和信息会商研判，强化各市
县、各部门协作配合，为扎实开展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提供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

强化食品监督抽检。共抽检 846 批
次 ，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100% ， 公 示 率
100%，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为98%,
不合格核查处置100%。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微生物及其有害因子检测中检验食品7
大类、致病菌10项，检出目标致病菌2
株，已经过省疾控检验中心复核。对蔬
菜、水果、三唑磷、鸡肉、蜂产品、砖茶

等92份化学性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的
样品进行抗生素残留等理化指标检测，年
度食品风险监测任务完成率达100%。

强化绿色食品认定。年内42个产品
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并许可使用

“绿色食品”标志。完成 347万亩草场、
36万头 （只） 牲畜的有机认证工作。制
定《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
实施方案》，以村级动物防疫员为农产品
质量安全协管员，协助开展所属网格区域
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工作。开展牦牛
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青海西北弘精品
牦牛肉和精品藏羊肉、泽库牦牛肉等入选
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截至目前，全
州共认定绿色食品 47 个，有机产品 43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19个。

强化专项整治成效。扎实开展食品及
“保健”市场乱象、规范散装奶、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等专项整治活动，对索证索票
不健全、建立档案不规范等问题下发责令
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并重新签订食品安
全承诺书。截至目前，全州纳入“互联
网+明厨亮灶”监管平台的学校（托幼机
构）食堂112家，完成率100%，餐饮服
务单位727家，完成率48%。

强化冷链食品管理。全州使用进口冷
链冷冻肉经营单位346家，占全州食品经
营户总数的41.25%，进口冷冻食品年购
进量1466.6吨，年销售量1345.95吨，库
存118.65吨，开展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核酸
检测108人，冷链食品核酸检测1724余
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加强冷链食
品原料购进、建立档案、储存管理、销售
环节的日常监管，有效落实进口冷链食品
全流程监管，在“青冷链”追溯平台如
实、及时录入相关信息，通过“首站码、
进出扫码、一码到底、扫码查询”等开展
抽查检查，做到冷链食品安全信息全链条
追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

强化消费投诉举报。12315共受理业
务咨询 16起，投诉举报 73件，办结 73
件，办结率100%，挽回经济损失5.97万
元。12345 政府民生服务热线共承办 19
件，办结19件，办结率100%。开展“昆
仑2021”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食药
环、知识产权和野生动物领域违法犯罪行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截至目前，全
州共查获非法狩猎案件3起，污水厂篡改
数据案件1起。

本报讯 在尖扎县，黄河宛如碧玉，
流淌在高原的群山峡谷之中。

青海联合水产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李均
劳，正驾船驶向周长达100米的网箱，向
鲑鳟鱼投喂饲料。此时，原本寂静的网箱
水面，不计其数的鲑鳟鱼，翻腾跳跃，生
机勃勃。

青海是黄河的发源地，黄河的冷凉水
温，特别是冬不结冰的优势，保证了黄河
水域成为鲑鳟鱼的天然养殖场地。

“我们捕捞三公斤以上的鲑鳟鱼，粗
加工后，立即冷链运输至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中国一二线城市。不需要24
小时，就可以运抵餐桌。”李均劳说。

“市场需求很旺盛，但产量较低，市
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李均
劳说。

据悉，联合水产共有数十个网箱，其
中，周长100米的网箱可以投放约22000
尾至25000尾鲑鳟鱼，而实际投放20000
尾；周长80米的网箱，实际投放10000
尾，此外还有一批小网箱。

尖扎县农牧科技局局长杨本才让介
绍，该县拥有六家冷水鱼养殖企业，目前
年产量约1000吨，而联合水产属于其中
的佼佼者。

而为了呵护黄河生态，包括联合水产
在内的养殖企业，始终保证低密度养殖，
其养殖密度只有0.25%。

2018年至2020年的黄河洪水，冲毁
网箱，而随着水质浑浊，鲑鳟鱼苗被呛
死，无疑对冷水鱼养殖是灭顶之灾。

鉴于此，杨本才让介绍，该县正在积

极打造深水网箱养殖与陆基养殖相结合的
模式转变。

尖扎县水产养殖服务中心主任吴青军
介绍，这种模式保证鱼苗在陆基养殖基地
达到抗洪水能力后，再转移至深水网箱养
殖，充分发挥网箱养殖的低成本和陆基养
殖的稳定性的优点。

“5克左右的鱼苗，遭遇洪水后，死
亡率达九成以上，”吴青军介绍，“ 我们
通过小规模实验发现，在陆基养殖到400

克后，即使发生洪水，成活率也会大幅
增加。

吴青军表示，冷水鱼养殖经济效益十
分明显，按一吨5万元的价格计算，联合
水产可以销售2500万元。

此外，杨本才让说，未来冷水鱼养殖
将谋求“养殖+旅游”模式，如联合水产
下游靠近青海“小三亚”德吉村和上游毗
邻来玉民俗村的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

黄河岸畔鱼翻跃 本报讯 1月4日，同仁市隆重举行以"提
高饲草供给保障，增强畜牧业防灾能力，助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主题的2022年农牧业
冬春季防灾减灾物资发放仪式。

此次物资发放仪式涉及11个乡镇和43个
养殖专业合作社，共发放饲草料1114.5吨，
其中：精饲料550吨，青贮饲草564.5吨。同
时，按照就近原则，扎实做好一定数量的防灾
保畜应急饲草料贮备工作。近年来，在省州农
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同仁市紧紧围绕“有灾
抗灾，无灾补饲”宗旨，把保障农牧民群众生
产生活作为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共落实财
政专项资金500余万元，采取有力措施，支持
全市防灾抗灾保畜工作，切实保障全市农牧产
业发展稳步提升。

农牧业冬春季防灾减灾物资的发放，进一
步预防和强化了同仁地区农牧业生产的薄弱环
节，最大程度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做到
防患于未然，切实保障农牧民生产生活安全，
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进一步夯实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实基础。

同仁市发放农牧业
冬春季防灾减灾物资

本报讯 2021年12月30日晚8点黄南
州公安局在全州范围组织开展行业场所统
一清查行动。’以此巩固“防风险、除隐
患、降发案、保平安”专项行动成果，确
保元旦期间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

清查行动中各市县公安局精心安排，
周密部署，局主要领导人带头清查，紧紧
围绕元旦期间社会平稳有序的工作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精准发力，有效打
击，全面梳理排查辖区旅馆业、娱乐场所
等重点行业场所存在的风险隐患，着重对

疫情防控工作、“四实”制度和“五必
须”要求落实情况，行业场所备案，安全
指示、应急通道、防火防盗设施、内部保
卫制度进行细致检查，并对行业场所是否
存在“黄赌毒”，是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等情况进行“拉网式”检查。切实做
到工作不留死角、清查不留遗漏、发现问
题即查即改，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此次统一清查行动共出动警力330人
次，检查各类场所 368 家次，发现问题
21处，现场整改 7处，限期整改 14处，

其中检查旅馆业101家次，出租屋45家
次，加油站39家次，台球室27家次，娱
乐场所 48家次，足浴 4家次，KTV5家
次，酒吧、茶艺26家次，商铺65家次，
网吧8家次。

通过此次集中清查行动，进一步加强
了我州旅馆业、娱乐场所等重点行业场所
的安全防范意识，规范了经营秩序，消除
了安全隐患，净化了我州社会环境，为岁
末年初社会秩序平稳奠定了基础。

黄南公安组织开展集中统一清查行动

本报讯 2021年12月29日，河南县妇联、
团县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司
法局等部门在县机关幼儿园共同启动“把爱带
回家——送法到家 让孩子健康成长”2022寒
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以宣传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为
主线，引导广大家长依法承担实施家庭教育主
体责任，有效监护、正确教育、积极陪伴未成年
子女健康成长，面向广大儿童特别是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等，深入开展思想引领、家教指
导、安全保护和慰问帮扶，动员各方力量为广
大儿童办实事、解难事，彰显社会主义大家庭
的温暖。

关爱服务活动将陆续开展“少年儿童心向
党”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儿童增强文化自信，磨
练意志品质；开展微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家长
依法带娃、科学育娃；开展普法宣传、上门宣教
活动，帮助家长儿童提升法治素养，学习预防
意外伤害知识技能，同时还将组织少年儿童开
展参观黄河南历史文化博物馆、走进军营、红
门开放日等系列活动。

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残及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活动将结合前期招募的爱心妈妈
开展走访调研和结对关爱，动员社会组织、慈
善机构、爱心企业和人士开展实现儿童“微心
愿”等。

送法到家
让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 2021年12月31日，为喜迎新年，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黄南州在热贡广场
举办喜迎元旦锅庄舞展演活动。

据了解，共有9支锅庄队参加此次展演活
动，伴随着激昂的旋律，身着节日盛装的锅庄舞
队员们纷纷踏歌而舞，将欢乐揉进了优美的锅
庄舞中，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对美好明天的向往，
一支支表演队的精彩表演，博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充分展现了全州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勤劳
勇敢、热情奔放、锐意进取的鲜明性格和恭贺美
好盛世的喜悦心情，抒发了对党和国家的炽热
之情，将山水黄南的生态美、文化美、民俗美展
示在观众眼前，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锅庄舞，又称为“果卓”，藏语意为大家围着
圈跳舞的意思，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主
要分布在西藏昌都、云南迪庆及青海、甘肃涉藏
地区。2006年5月20日，锅庄舞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黄南州举办喜迎
元旦锅庄舞展演活动

水产捕捞。记者 张海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