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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边督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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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
编号

D2QH

201907

25002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西州格尔木市青海盐湖

集团蓝科锂业公司向盐湖中非

法排放酸性物质，严重污染

环境。

行政
区域

海西州

污染
类型

水,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公司年产1万吨碳酸锂项目采用分子筛吸附法生产工艺，以盐湖卤水为原料生产碳酸锂，工艺为含氯化锂、氯

化镁、氯化钠的盐田卤水经过分子筛吸附法，提取其中的锂离子，提锂后的尾卤废液返回盐田经盐田自然蒸发富集锂离子后

继续作为原料循环使用；吸附法提取的高锂液体经纳滤除镁、反渗透、螯合树脂除杂过程除去原料中的镁、钙等杂质；经过除

杂后的氯化锂原料以蒸汽为热源强制蒸发后进入沉锂结晶工序碳酸钠溶液反应生成碳酸锂沉淀，再经过滤、洗涤、干燥、包

装后得到电池级碳酸锂。沉锂过程少部分溶液状态的碳酸锂排至母液池，加入盐酸反应成氯化锂，回收后再次加入碳酸钠

后生成碳酸锂。该碳酸锂装置的工艺过程本质上是对卤水中的锂、钠、镁等物质进行有序的浓缩和分离，引入的生产原料物

质为碳酸钠，钠离子进入系统循环，少部分碳酸根离子最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该公司生产工艺中共有4个液体排放口，其

中，4号排放口废液为沉锂工序中氯化锂和碳酸钠反应生成碳酸锂后产生的沉锂母液，主要成分为少量溶于水的碳酸锂溶

液，为避免锂资源浪费，将沉锂母液排入母液池，经加入盐酸反应生成氯化锂卤水后，返回工艺继续用于生产碳酸锂，生产废

水未进入盐湖，但现工艺设计和环评文件中未明确通过母液池加入过量盐酸回收氯化锂可能造成无组织排放的环保措施，

母液池存在氯化氢气体无组织排放的环境隐患。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理情况

针对沉锂母液池加入盐酸反应生成氯化

锂卤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氯化氢气体无组织

排放问题，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已督促该公司

编制技改方案，要求企业立即加强工艺控制，

限期消除无组织排放环境隐患，并约谈企业

三人。

问责
情况

遗失：都兰县香日德镇沱海村村民谢德录的土地证【证号：都集用（2013）第67

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德令哈市巴音松布尔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632802661919110E）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遇见非遗”展现两地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孙丹丹

精巧别致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瓯塑、瓯绣，华美艳丽的蒙古族服饰制

作、藏族手工编织……你跳一曲锅庄舞，

我来一段布袋戏……作为2019·格尔木

昆仑文化旅游节活动之一，在“遇见非

遗”——温州·格尔木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上，来自两地的艺术家们跨越千里，

共同演绎非遗的精彩魅力。

“这就是掐丝，除了吊坠、相框，

我们还把掐丝运用到了制作手机壳

上，像这样一个手机壳能卖到 180

元。”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岗巴布民族

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理事长三木吉在

展台前向游客展示手工编织的氆氇

单、藏靴、藏毯。

如今在格尔木，手工艺品制作正

在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2018年，我们除去成本，一年纯收入

34万，今年更好，光是上半年收入就

已经近20万。”三木吉高兴地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

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

神的结晶，传承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

化和价值观念。温州文化积淀深厚，

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传承历史

悠久，活字印刷术、木拱桥传统营造

技艺、细纹刻纸等传统工艺项目名闻

海内外。格尔木始终坚持“文化传承

与创新、社会服务与发展”的新理念，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自然和文化遗产源远流长，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目繁多。目前共普查登记

蒙古族长调民歌、蒙古族刺绣、蒙医

药、民间手工技艺、藏族民间故事、藏

族《格萨尔》说唱等13大类73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8项、州级名录8项、

市级名录11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人。

“小朋友，这个手工艺制作考验

耐心和细心。”首次来到格尔木的非

遗传承人叶晶晶正在给孩子们教授

贝雕技巧。“这些是用贝壳打磨成的

薄片，把薄片黏贴到木质书签上，就

能做成一个精致的贝壳图案，很有纪

念意义。”叶晶晶说。

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李方喜表示，这次非遗文化展是温州

与格尔木两地文化相互观摩和学习

的契机，温州今后将继续大力推进两

地文化互动发展，让两地友谊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

格尔木市副市长于军表示，此次非

遗文化展将进一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营造文化遗产保护良好社会氛围，

全面展现温格两地非遗文化特色。

据悉，此次非遗文化展展出时间

为8月5日—8月7日每天下午16点

—21点。展览期间，来自格尔木当地

的传统音乐社和汉服文化社将与非

遗演出、快闪、民族服装秀等共同上

台表演，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2019·格尔

木昆仑文化旅游节注入生机、增光

添彩。

“我和祖国共成长”
主题演讲比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兰花） 近日，我州

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青海解放70周年，“我和祖国共成长”主

题演讲比赛，13名选手参赛。

“今天，我国经济、科技、文化、军事

等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完成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秀水

泱泱、红船依旧，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 ”参赛选手紧扣主题，围

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工作和生

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立足岗位建功立

业的生动实践为内容，声情并茂地讲述

了和祖国共成长的故事，倾诉着他们对

工作的热爱和自豪之情，释放着积极奉

献、勇敢追梦的青春激情。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件感人的

故事让人动容。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盐湖职工以主

人翁的姿态艰苦创业，不懈奋斗，为推动

海西发展贡献力量。”来自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赛选手刘莎莎说，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要同所有盐湖

人一起，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志，守初心，

担使命，做好盐湖答卷人，为实现梦想

努力奋斗。

“举办演讲比赛，就是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回顾70年来祖国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

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激

励干部群众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

情、扎实的作风，履职尽责，不断开创富

裕文明和谐美丽现代化强州建设的新

局面。”州妇联办公室主任王生良说。

“互联网+教育”迎多重利好
本报讯（记者 浩尔娃）8月5日至6

日，我州“互联网+教育”创新发展研讨

会召开。全面总结我州各地教育信息

化建设经验和做法，围绕构建具有海西

特色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加快推进“互

联网+教育”建设，创新智慧教育发展思

路和应用模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展开座谈交流。

研讨会上，科大讯飞等8家公司，格

尔木市教育局等6家单位分别围绕发挥

企业技术优势、助力海西教育信息化发

展及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发言。

并围绕《海西州“互联网+教育”发展四

年行动计划(2019-2022 年)》和研讨会

主题，展开分组讨论并形成讨论材料。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教育信息化

发展的重大意义，教育信息化对于转变

教育思想和观念，深化教育改革，提高

教育质量和效益，培养创新人才具有深

远意义，是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然

选择。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信息化建设，

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加强地区间的联

系和沟通，形成人才和资源的共享，促

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教师是教育信

息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践者，教师的应

用水平直接展现了教育信息化的质量，

不断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转变教育观念，保证

经费投入，培养教师队伍，强抓机遇，强

制发展，快速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进程。

相关企业负责人，各地教育局局

长、教研室主任、各学校校长、电教中心

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智慧发光斑马线亮相格尔木
本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李艾阳）“这条斑马线会发光！”近

日，格尔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柴达

木中路世邦城市广场门口安装一组

“智慧发光斑马线”，行人过马路就像

走星光大道。

这套由智慧发光地砖、交通信号

灯以及行人路口指示灯组成的“智慧

发光斑马线”十分醒目。发光“地砖”

呈半包围式铺盖在斑马线周围，地砖

与路口信号灯联动，当行人信号灯亮

红灯时，斑马线发光地砖发出红光，

提示行人禁止通行。此时，车辆通行

灯光带亮绿色，与机动车信号灯绿灯

一致，表示机动车可以通行。行人信

号灯变绿时，斑马线发光地砖显示绿

色，提示行人可以通行。此时，停车

线发光带长发出红光，与机动车道信

号灯红灯一致，表示机动车禁止

通行。

“智慧发光斑马线运行后，可有

效提高斑马线上人、车通行效率，有

效降低事故发生。同时，闪光道钉也

为城市市容和文明建设带来新亮点，

形成一道亮丽的生命保护线和风景

线。”格尔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说。

“智慧发光斑马线”在夜间、阴雨

天、沙尘暴等恶劣天气，可以更直观

地传递信号灯的变化，对车辆和行人

发出警示，提示行人与驾驶员遵守交

通规则，改善出行环境，保护行人安

全，更好地规范路口交通秩序。

向榜样看齐
向优秀学习

本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刘秉娥）近日，州卫生健康委召开学

习会，学习刘云军先进事迹。

刘云军是援青干部中的优秀代

表，是医者仁心、担当创新的优秀实

践者，是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精神

传承者，是卫生健康系统甘于奉献、

大医精诚的标杆榜样，体现的是当代

医务工作者大爱无疆的高尚医德。

州直卫生健康系统号召广大党

员积极行动，深入学习他扎根高原、

深耕厚植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勇于担

当、砥砺前行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埋

头苦干、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和不畏

困难、默默耕耘的忘我精神，做到学

有榜样、做有标尺、赶有方向。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以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大医精诚的

职业精神和甘于奉献的奋斗精神；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转变工

作作风，务实敬业，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不断推进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

展，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卫生

健康的需求，在实施“五四战略”奋力

推进“一优两高”中贡献力量。

州中级人民法院举办
“司法拥军”主题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谢拉毛）“借这次

公众开放日活动来到法院，旁听了庭

审，参观了陈列馆、诉讼服务中心等，

真实体会到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也

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武警海西支

队战士胡斌说。

近日，州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司

法拥军”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州武警支队官

兵50余人走进法院，参观并旁听减

刑、假释案件。

活动中，代表委员、武警官兵首

先在海西中院第十审判庭旁听了远

程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并观看了

根据真实案例改编海西中院自主制

作拍摄的微电影《致命的借据》《春

风吹过巴音河》，切身感受司法公开

与公正，充分领略到法律的威严及

温度。

在解说法官的引导下，代表委

员、武警官兵依次参观了诉讼服务中

心、执行指挥中心、审判信息管理中

心、新闻发布中心和陈列馆，零距离

了解海西中院在司法为民、队伍建设

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更直观地感受新时代人民法院的新

变化、新发展和新风貌。

代表委员、武警官兵纷纷表示，

通过这样的形式不仅拉近了法院与

大家的距离，还让大家深切感知法

院、感知法律，对提高代表委员和武

警官兵的法律素养十分有意义。

据悉，此次活动既是海西中院

司法拥军的具体体现，也是开展普法

工作——“送法进军营”活动的一项

举措。

德令哈市公安局坚持带警先爱警的工作理念，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相结合，

近日，市交警大队60余名民辅警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全民健身体验卡。业余时

间，他们可以通过此卡在州民族文化活动中心的羽毛球馆、篮球馆、健身馆使用，放

松身心、增强体能素质、提升队伍精神面貌及战斗力。 本报记者 吴婷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