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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黄南州遭遇连续性强
降水，致使部分地区道路交通、水利设施、新
能源及电网企业、群众房屋及通信企业不同
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州委、州政府及时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行动、靠前指挥、科
学调度，突出六个重点，全力打好防汛抢险
救灾这场硬仗。

保道路交通。目前，受损公路已修复抢
通80条292.04公里，受损桥梁、涵洞已修复
60座210米，出动应急保通人员1697人，投
入机械设备740台班，清理泥石流和塌方
14.32万立方米。

保水利设施。及时对隆务河、浪加河、
加让河等河流冲毁的防洪堤采取疏浚、加固
临时围堰等措施，及时消除发生次生灾害隐

患。对全州受损的35处人饮工程采取铺设
明管、廊道清淤、断管续接等应急抢修措施
临时恢复供水，保障部分受灾群众的正常供
水。截至目前，共投入机械73台班，投入人
力374人次，投入水泵12台，提供麻袋、编织
袋1365条，各类管材11公里。

保城乡用电。及时组织人力全力抢修
受损电网，目前共有21个受灾村社及27公
里线路恢复供电。

保通信畅通。经过全力抢修，目前全州
共恢复基站112处，抢通光缆7处、完成发电
保障基站60处。

保企业运行。加强企业隐患排查，统计
受损情况，对接融资需求，强化政策引导，提
振发展信心，引导、帮助同仁市高原之宝牦

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贤新型墙体环保材
料厂、西口沟砂石厂等12户受灾工矿商贸
企业开展生产自救，“高原之宝”等部分企业
已于近期恢复正常生产。同时，相关设备受
灾损失评估理赔工作正在开展。

保群众安全。累计出动584人次对全
州1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再排查，发
现新增隐患点两处，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
险区，设立更新警示标牌175块。统筹好

“人防+技防”监测预警手段，完成54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的300余台普适性自动化监
测设备的野外定点、安装和并网上线工作，
共科学规范处置自动预警监测信息24起，
避险转移地质灾害隐患区群众 190 户、
893人。

突出六个重点 全力做好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本报讯“你家的羊怎么卖的？什么品
种？”“羊都是草膘，在这里都检疫过……”
一大早，在河南县新建的活畜交易集散中
心，满载着牛羊的车辆进进出出，前来打听
市场行情的客商络绎不绝，议价声、汽车鸣
笛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

地处“三江源”腹地的河南县平均海拔
3600米，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
产基地。县域内河曲马、雪多牦牛、苏呼欧
拉羊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列入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名录。

河南县牛羊活畜交易集散中心占地
63.02亩，以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国
家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为着力点，打造功能
齐全、高效电算化的绿色有机高标准的活
畜交易集散中心。

该集散中心按照交易过程中牛羊活畜
单向流动和办公交易与活畜交易区相隔离
的原则，划分为综合服务区、活畜交易区和

病体隔离区等。
在这里，满载牛羊的车辆首先要经过

消毒，然后检疫室工作人员对牛羊产地疫
病进行检疫，引导组与交易组人员根据分
区、分群模块化管理原则将车辆引导至相
应区域，卖家可选择委托式交易，交易成功
后，直接在结算室进行结算。

同时，这里也是牲畜的“托养所”，配有
牛羊圈养棚、饲草棚等基础设施，为牧民提
供托养、检疫、售卖一条龙服务，带动当地
就业、增加牧民收入，促进绿色有机畜产品
溯源体系建设。据了解，一天的交易量曾
达333头，其中牛196头，羊137只。预计
年实现税后利润265万元。还可辐射带动
周边毗邻县域。

河南县有机办主任公保东智说：“以前
交易市场与现在的集散中心简直是天壤之
别，以前的市场可谓是‘晴天一身土，雨天
一身泥’，管理方式不到位、交易过程不透

明、环境卫生不美观。新建的交易集散中
心划区规范、流程齐全、交易有序。”

近年来，河南县把有机畜牧业作为强
基固本的传统产业来打造，建设河南县牛
羊屠宰加工仓储物流基地，完成5个有机畜
产品生产基地、23处特色标准化养殖示范
场建设，以雪多牦牛、欧拉羊为主导产业，
稳存栏提出栏，提升畜种供应数量和质量，
提高屠宰加工和销售效率，在探索创新生
态有机畜牧业发展进程中取得了丰硕成
果。

活畜交易集散中心的运行将推动全县
畜牧养殖平台的繁荣与发展，有助于提高
全县生态有机畜牧业集约化、产业化、规模
化发展。交易集散中心的建成拓展了群众
就业渠道，带动河南县畜牧业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蓬勃发展。”河南县
政府副县长德却说道。

河南县活畜交易集散中心 可交易 可“托养”

尖扎：黄河边的节水县

本报讯 尖扎县来玉村紧挨着清清的
黄河，村口的一座水文化主题公园格外引
人注目。

“水对我们的生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
是生命的源泉......”走进公园，自动感应的宣
传扩音设备就开始滚动播放节水知识，全
国节水吉祥物“霖霖”的雕塑就立在公园入
口处，节水主题呼之欲出，园内各种国家节
水标志雕塑和节水宣传牌也随处可见。

尖扎县水利局以移民搬迁安置为契
机，依托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搬迁群众，在

“小三亚”德吉村和“黄河民宿第一村”来玉
村的建设中融入节水元素，打造了水文化
公园、节水广场、节水文化长廊，使节水工
作走入牧民家、进入民俗村，打造了黄河之
滨少数民族节水样板县。

本报讯 近日，我州尖扎县尖扎滩30兆
瓦分散式风电项目9台风力发电机组调试完毕
全容量并网发电，标志着黄南地区首座风电项
目顺利投运。该项目位于青海省尖扎县尖扎
滩，距尖扎县城约50公里，由中广核新能源
（尖扎）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装机容量30兆
瓦，预计每年生产清洁电力约6062万千瓦
时，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达到2010小时，将
有力加快推动区域新能源产业发展步伐。

黄南州首家分散式风电场
全容量并网发电

州交通运输局

闻令而动 闻“汛”出击
保障汛期公路安全
本报讯 进入汛期以来，全州交通运输

行业按照州委、州政府“立足最不利情况、
做最充分准备”的要求，重点围绕“四个加
强，一个加快”，最大限度减少公路灾害损
失，全力推进防汛减灾工作，确保全州交通
运输领域安然度汛。

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成立全州交通运输
系统汛期保畅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防汛工作，组织动员全州在建公路项目部
按照属地和就近原则，分市县成立4个公路
应急抢险救援队，作为市县农村公路养护中
心的补充力量，全力保障全州公路应急队伍
人员、机械、物资充足。

加强隐患巡查。组织班子成员分片区加
强对各市县公路和桥涵隐患排查指导。针对
部分路段涵洞、排水沟、边沟等排水设施堵
塞情况，及时安排市县农村公路养护中心进
行清淤，确保公路排水畅通。同时，加大在
建交通项目排查，督促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
隐患区域和危险作业点开展全面排查，确保
项目人员和机械安全度汛。

加强应急抢通。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
实地督导各市县公路抢修抢通工作，针对各
市县缺少抢险物资、设备等问题，协调西成
铁路、同赛高速、尖共项目部调配机械设备
协助地方政府对辖区公路进行抢修，保障全
州公路以最快速度安全畅通。

加强数据统计。在全力做好应急抢修保
通的同时，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统计受灾
情况，并安排专人专职，定时报送灾毁信
息，确保公路受灾情况“底数清、数据
准”，为统筹安排防汛工作，提供准确、全
面的数据支撑。为加快重建项目前期各项工
作，按照“立足保通、考虑长远、先急后
缓、分类推进”的原则，开展灾后公路重建
和修复工程设计工作，及时上报省交通运输
厅、省发改委、省公路局等相关厅局，争取
我州更多重建项目纳入省级计划。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南州红十字会面对
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充分发挥人道领
域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与全州
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同心战

“疫”，全力将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汇聚到抗疫
一线。

上半年，州红十字会迅速响应州委州政
府及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部署，先后为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送去价值49万元口罩、运动鞋、衣物等防疫
物资和慰问物资。积极为同仁市疫情指挥部
配送防护服1700套、防护隔离鞋套500双、
N95口罩700个，为州人民医院配送防护服
200套，为州藏医院配送防护服100套，为
泽库县卫生医疗部门配送防护服500套，为
支援泽库疫情防控医疗队配送双肩包、拉杆
箱60个，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黄南州红十字会
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节水公园入口。

▽▷宣传牌设计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