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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巩固提升整改成果 确保群众满意
本报讯 我州以工作力量“强”、整改标

准“严”、群众评价“高”、工作触角“深”为目
标，切实巩固提升整改成果，回应群众关切，
确保整改问题不反弹、不回潮。

为高标准、严要求，实打实、硬碰硬处理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交办、督办事项。州
级层面抽调专门人员成立“回头看”工作机构，
以州委大督查五人小组牵头组成工作组，通过
实地查看、调阅资料、走访群众等方式全面督
查各地区工作开展情况。形成“一把手”主抓，
主抓“一把手”工作机制，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全
程参与、亲自部署、亲自跟踪、亲自督办，及时

分析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持
续抓好整改工作。

采取逐级督查、重点抽查等有效方式，
深入基层听意见、看变化、问实效，坚决杜绝
简单听汇报、看材料导致以偏概全、流于形
式。着重对薄弱环节重点督办，逐项落实措
施，逐项跟踪推进，做到对难以发现的问题

“再发现”，对尚未深入了解的问题“再了
解”，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再整改”，全力
深化和巩固整改工作成果。

以人民群众满意与否做为检验整改工
作成效的唯一标准，坚决杜绝“一阵风”式的

形式主义以及“过关”思想。通过“回头看”，
持续施加压力，促进问题解决，形成长效机
制，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
应群众期待。全州自“回头看”工作以来，
各地区已对29件信访举报案件完成回访，
共发放问卷260份、走访群众20户、实地查
看14处、座谈8人、实地采访一线工人2名，
群众满意度达100%。

在抓好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交办、督办
案件的同时，针对群众身边的环境卫生突出
问题，我州不断将工作触角延伸至农村牧
区，积极开展城乡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

通过自查自纠深挖一件，达到问题整改一片
的目的，截至目前，已排查整改城乡环境卫
生问题310件。在全州范围内集中开展州、
市（县）两级领导干部环保专题大接访活动，
采取定点接访、重点接访和带案下访等多种
方式，严格落实信访案件“五包六定”责任
制，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截至8
月25日，全州98名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共接
待来访群众23人次，受理涉及民生和环保
等领域的信访事项9件，其中环保领域2件、
民生领域7件，已办结7件，正在解决民生领
域2件，办结率77.8%。

中央环保督察组

向我州转办环保信访案件
本报讯 8月27日，中央第七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交我省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材
料共83件，涉及我州的2件。其中德令哈
市1件，茫崖行委1件。

文国栋督察环保整改和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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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白福兰）8月26日至
27日，州委书记文国栋深入德令哈市废旧矿
区、自然保护区及村社督察生态环保整改和
近期防汛工作。

文国栋一行走访了已于2012年关停的
柏树山所有石灰岩矿采矿点，详细了解了废
旧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他强调，德令哈
市上下要以中央环保督察和开展边督边改
工作为契机，主动作为，积极整改，确保柏树
山石灰岩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高效有

序推进，早日完成废弃矿区环境恢复治理工
作；要严格按照恢复治理方案施工，确保年
底前完成顺坡、清渣、喷浆、覆土等主要工
程，力争明年开春全面完成复绿工作，努力
打造天蓝、水清、山绿的城市后花园。

在可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和巴
力沟村至柯鲁诺尔村公路建设项目、德都
蒙古文化体验园建设项目现场，文国栋一
行详细了解了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并就进
一步抓好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文国栋

指出，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既是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也是造福人民群众的民生
实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坚持问
题导向，对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自查自纠
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紧盯问题，责任到人，迅速
整改到位；要按照“清单制+责任制”，在加
快整改步伐、限期销账的同时，迅速开展

“回头看、回头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
以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为契机，统筹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持续动真碰
硬，保持高压态势，坚持严字当头，对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坚决依纪依法严肃
问责、终身追责；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舆
论引导，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引
导广大群众人人参与、人人出力、人人监
督，营造出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郭曲太）8月27日，我州
召开稳增长、扩投资、促三产、抓财税推进
会。州委副书记、州长孟海，州委常委、副州
长王林虎，副州长段东平、丁忠宝、杨洪武、
梁彦国、杨有智、钱国庆出席会议。

会议由州委副书记朱龙翔主持。
会议旨在掌握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推进

情况，分析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
一步安排部署后四个月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1至7月，全州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7.7%，完成一般性工业投资143.6亿
元。为确保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
以上，一般性工业投资350亿元目标任务，
后四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任务重、压力大。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强

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举措，确保工业经济
平稳运行。要下大力气狠抓政策落实、下大
力气狠抓要素保障、下大力气狠抓上下游对
接、下大力气狠抓统计服务。

会议强调，截至7月底，完成地区固定
资产投资 302.6 亿元，仅完成州定目标的
37.8%，还有 497.4 亿元差距，压力依然很
大。必须更好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的“压舱
石”和“顶梁柱”作用，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
加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力度。要强化项目争
取、强化项目推进、强化投资目标责任、强化
招商引资、扩大项目融资总量；上半年全州
第三产业增加增长10.2%，高于全省1.8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7.8%，
拉动GDP增长2.9个百分点。但部分地区

发展增速较慢、行业部门推动发展不平衡、
异地消费现象突出、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
服务业项目支撑乏力等问题依然存在。各
地区各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充分发挥第三
产业健康发展运行指挥部的职能作用，采取
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要发展壮大旅游
业、提升服务业质量、加快发展新业态；今年
受市场大环境影响，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利
润下降，加之“营改增”改革及国务院继续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全州税收收入。以环
境保护、民生投入为主的各项刚性支出不断
增加，全州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1至7月完
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1.6亿元、增长
20.2%，但对照年内要实现同口径增长9%的
年度目标任务，压力还很大。各地区各部门

必须采取务实管用措施，积极培育税源、深
挖增收潜力，持续强化财税征收工作。要加
强税收收入分析预测、加强税源挖潜增收、
加强预算执行约束。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务必在思想上
更紧、行动上更快、措施上更实，再次启动各
项目标任务“百日大会战”，大兴一线工作
法，强化部门与地区间、部门与部门间协调
联动，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落实各项
工作部署，鼓足勇气，抓出成效，决战决胜，
在确保圆满完成省定年度目标基础上，全力
冲刺州定年度目标任务。

会上，州发改委和州经信委分别汇报了
1-7月项目投资工作情况、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我州召开稳增长扩投资促三产抓财税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程昱 林伟）你听过可可西里的声音吗？它是
世界“第三极”上空呼啸的风声，是冰雪消融的声音，也曾是盗猎者
的枪声，而如今它是藏羚羊欢快的咩咩叫声、是野牦牛奔跑的脚步
声、是康巴汉子质朴的歌声。8月29日，可可西里将开通卫星互联
网，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来自可可西里的声音。

位于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气候严酷，自然条件恶劣，人类无法
长期居住，却给高原的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藏
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是我国特有物种，也是被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贸易的濒危动物。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指出，藏羚羊耐严寒、
抗缺氧，对研究高原条件下的生物进化以及维护高原地区生态平
衡均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动物在高海拔的环境下，初级生产力又
比较低，（藏羚羊）能够生存下来。冬季一般都要几个月，尤其可可
西里的话，夏季时间更短，（它们）对食物的利用特征，还有对高寒
气候的适应，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保护可可西里其
中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寻找
适应极端寒冷环境的基因。”

长期在可可西里拍摄藏羚羊的野生动物摄影师顾莹介绍说，
藏羚羊有长途跋涉迁徙、集中产仔的习性，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
们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在它快要生的时候，它就会转圈，你就会
看到小羊慢慢的落地，一开始小羊站不起来，它要吃母亲的初乳，
然后母亲也会鼓励它，你会看到小羊很多次努力，从站不起来到站
起来，慢慢的走动，那种感觉很感人”。

20世纪后期，野生动物皮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走俏，可可西里
野生动物被大量偷猎，其中，藏羚羊数量从20余万只一度锐减到不
足2万只。洁白的可可西里沾满了血迹，清澈的湖水边布满了藏羚
羊的尸骨，好在可可西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守护者。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的阿夏达瓦卓玛表示，目前
保护区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藏羚羊保护体系，“（我们保护区）设了五个
保护站，位于昆仑山口的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
护站，沱沱河保护站，以及位于腹地的卓乃湖保护站。其中，索南达
杰保护站就是以环保卫士索南达杰而命名的保护站。卓乃湖保护站
是在可可西里的季节性临时的保护站，每年五月中旬到八月中间，藏
羚羊要迁徙和回迁，所以要现场保护它们。”

每年五六月，大批的藏羚羊从四面八方来到可可西里的卓乃
湖畔产仔，目前小藏羚羊的存活率仅为30%左右。位于海拔4479
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拥有一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每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都要为
被救助的小藏羚羊喂奶，并且帮助它们逐步适应自然并最终将其放归。

自2006年后，可可西里再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种群得到了拯救和恢
复。据监测统计，可可西里保护区境内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6万多
只。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不冻泉派出所所长詹江龙说，他在可可西里工作的二十
年间，藏羚羊从“很难看到”逐步变成“天天看到”，“盗猎很严重的时候，在路边很难
看到藏羚羊，现在每天都能看到藏羚羊。特别是在卓乃湖那几年，每天睁开眼睛，
把帐篷拉开一条缝，周围全是藏羚羊，那感觉特别不一样，看了以后非常的亲切，像
见到自己的家人的那种感觉。”

在日前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表示，随着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技术的应用，可可
西里和藏羚羊的保护工作将走向新的阶段。8月29日，可可西里还将开通卫星互联
网，在中国四大无人区中，率先实现互联网通信零的突破，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来自
可可西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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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

站，不远处的一座瞭望塔下，有一片天然

的石头滩。上百块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

石头上面，写满了志愿者和游客的留言，

“永远做藏羚羊的保护神”“可可西里：神

秘的地方，可爱的家乡”……历经风雨冲

刷的“碑文”，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共同心愿：

守护好人类“最后一片净土”。

这样的共识，来之不易。时针拨回

到20世纪后期，一种名为“沙图什”的

藏羚羊绒披肩在西方走俏。在高额利

润的驱使下，即便是“生命禁区”，也难

以阻拦盗猎者的贪婪。他们把枪口对

准无辜的“高原精灵”，刺耳的枪声打破

了高原的宁静，触目的鲜血染红了圣洁

的雪山。倒伏在卓乃湖畔血肉模糊的

藏羚羊身影，刻写着“千湖之地”的累累

伤痕。 （下转三版）

近千名神箭手“论箭”格尔木

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陈凌

本报格尔木讯（通讯员李莎莎摄影报道）
8月26日，第三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
箭精英赛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幕。来自20个
国家和地区的75支队伍、955名运动员集结格
尔木，共赴一场精彩的高原射箭盛会。

本届赛事由中国射箭运动协会、青海省
体育局、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西
州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总会主办，格尔木
市人民政府、青海省射箭运动联合会承办，
青海省体育赛事管理中心、青海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青海省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协办。

赛事以“传承、特色、创新、发展”为主
题，坚持国际性、民族性、传统性的有机统
一，参照国际射箭比赛的相关规则，在为期
三天的比赛期间，设置4个弓种、5个项目，
包括现代传统弓、复合弓、反曲弓、牛角弓。
不同以往的是，本届赛事积极创新，将首次
增加远射项目和交流互动，首次吸引省外大
学生参赛，首次设立“青海昆仑箭王”项目。

作为全省十大国际品牌赛事之一和今
年旅游文化体育季的重点活动，旨在推广青
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传承历史文化、民族
传统、射箭技艺，借力本土民族传统射箭品
牌赛事，展示地方特点、时代特征和民族特
色，促进体育与旅游、文化、休闲、健康融合
发展，助推我省全民健身、民族团结和健康
青海建设向纵深发展。

据悉，本次赛事是格尔木市近年来举办
的最高规格的国际品牌赛事。

射箭运动历史悠久，自古就有“射以观

德，礼乐相和”的传统。我省射箭历史悠久，
各族群众历来爱好射箭。在青海，射箭不仅
是人们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的方式选择，也
是各民族沟通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载体，
在强筋骨、添智慧、保生态、促团结、助发展
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此项赛事以其弓
种项目最全、参赛队伍最多、人数规模最大、
群众基础最广等特点成为唯一的国际性民
族传统射箭赛事，被国家体育总局射箭运动
管理中心纳入全国竞赛目录，提出了“现代
射箭看上海，传统射箭看青海”的论调。当

前，我省经常参加民族射箭的人数从2015
年的20万发展到近30万，喜爱射箭活动的
人群超过百万，百步穿杨的高手不断涌现。
随着该项赛事的举办，各州市县区的射箭运
动协会和俱乐部建设得到有效加强，基本实
现射箭运动社团组织在我省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