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分时节，大批候鸟云集在可

鲁克湖—托素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内，觅食嬉戏，构成一幅“百鸟迎

春”的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查宝音 摄影报道

聚焦“青山绿水”助力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吴婷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中央一号文件把拓宽农

牧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重点任务，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带动农牧民增

收的一条新路子，也是乡村振兴的源

头活水。

都兰县紧扣州委“17855”总体

思路，围绕县委“123456”发展思路，

坚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集聚

国道区位优势、特色种养殖产业等发

展要素，积极探索实现村级集体经

济、群众“双增收”的好经验好做法。

发挥体系制度优势，确保组织

保障

为解决都兰县香加乡孟克台村基

础设施薄弱、生产资料少、畜牧业发展

潜力小等问题，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按照“草原上谋出路、土地上

做文章、环境上换效益、民生上办实

事”的发展思路，立足“小”的实际，做

好“精”的文章，为一三产业发展赋能，

全力推进村集体经济倍增发展，同时

着力夯实牧业村发展基础，走出了一

条符合牧区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

孟克台村始终坚持把党的建设

放在第一位，以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

健康发展。坚持组织领导，压实工作

责任，加强班子成员党性教育和理论

政策学习，确保“两委”在思想上不脱

节、工作上有思路。同时，压实村党

支部书记责任，实行集体研究、集体

协商，坚持党建与村务同研究、共部

署、压落实，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

的党建工作格局，以强健的组织力和

凝聚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实。

党员的党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也就变强了。“怎么让村里富起来”

“牧区的发展思路在哪”“种植哪个作

物比较好”这样的问号就多了起来。

立足生态保护实际，理清发展

思路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

干出来的！”村“两委”是这么想的，也

是这么干的。

一直以来，村“两委”同村民想在

一块、干在一块，积极谋划发展思路，

盘点村内资源，找短板、找不足、找均

衡。 （下转三版）

一号文件在基层一号文件在基层

州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王定邦主持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娜 记者 范

宗文）3月24日，州委书记王定邦主持

召开州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

重要讲话、全国两会、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精神，部署我州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大会，对全国上下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以全票当选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人民对

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充

分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强大的凝聚

力、向心力，充分激发了万众一心、团

结奋斗的豪情壮志。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根本遵循。

蔡奇常委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

话，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有力指

导。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对全省贯彻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体现了省委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

政治担当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会议强调，全州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忠实拥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

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总书

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青海见行

动、海西真落实”。

会议要求，要全面学习把握全国两

会精神，深刻领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

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大会各项报告的主要精神，深

刻领会修改《立法法》的重大意义，深刻

领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

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国两会

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两会部署，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和建设产业“四地”，着力提升盐湖综合

开发利用水平，有序推进清洁能源规模

化开发，做强生态旅游，做优特色农畜

产品，做实循环经济试验区，打造开放

“柴达木”升级版，积极做好机构改革各

项准备工作，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展现更大作为。要全力做好当前经济

发展工作，进一步强化节点意识，以“一

刻不放松、一天不耽误”的拼抢姿态，加

强经济运行调度，细化工作举措，注重

闭环落地，大力实施“六大行动”，统筹

推进投资项目提效、营商环境提升、产

业链长制、春耕备播等重点工作，努力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菲菲）近日，

记者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

精神，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聚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执行情

况，对全省平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专

题调研。我省扎实推进国家层面促进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商品交易市场

发展平台经济等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不

断激发平台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推动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研究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并作出解

读，明确我省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重

点、支持政策、加强监管、组织实施等工

作要求。出台《青海省互联网平台经济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网络交易平台经

营者履行主体责任合规指引》《2021年

省级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

报指南》，进一步发挥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鼓励、引导和带动作用。推动青海数

字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创建青海省

首个农牧业信息化数据资源云计算平

台，搭建一站式大型西部农副产品采销

平台，打造青海拉面产业数字化平台，

努力构建有序开放的平台生态。

建成运营京东商城青海扶贫馆、阿

里巴巴青海兴农扶贫品牌站等地方农产

品网络展销馆，建成运行西宁综合保税

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综合服务平

台，引导传统商场、超市、批发市场开展

线上线下业务，王府井、一家亲等本地传

统商贸企业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

极推广“互联网+监管”、信用监管，建立

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的全

链条治理体系。建立网络交易平台全面

履行主体责任的行为规范，开展网络市

场监管专项行动和“百家电商平台点亮

行动”，规范和引导全省网络交易平台及

平台内经营者诚信规范经营，营造互联

网平台经济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对调研发

现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出针对性建议，会

同相关部门加大对平台经济在引领发展、

创造就业、产业竞争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推动我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青海：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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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格斯 玖太本）3

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王黎明在天峻县调研督导助企暖

企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促发

展有关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积极

担当作为，确保各项行动落实见效。

王黎明先后来到青海峻帮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青海圣裕源储运有限公

司现场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

了解发展现状和改进方向，认真听取

天峻县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作汇报，

并围绕企业家关心的支持政策、贷款

融资、税费减免、要素保障等事项进行

了面对面交流，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有

关诉求问题。

王黎明强调，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企业工作，

统筹谋划制定 9大助企暖企专项行

动，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经

济发展信心。全省各级有关部门要

靠前引导指挥，充分发挥牵头抓总职

能作用，天峻县要主动担当作为，充

分落实属地保障服务责任，切实落实

省委省政府助企暖企有关目标要

求。各类市场主体要坚定发展信心，

抢抓政策机遇，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推进企业稳步发展，为全省经济回暖

向好贡献力量。

州领导才让太、胡颖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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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 瑾

初春的柴达木盆地，天气依旧寒

冷，青海油田涩北台南气田的集气场

站、气井现场，员工像往日一样忙碌

着，他们克服寒冷天气，奔波在各气井

一线，认真做好每一口井的巡井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顾好每一口

气井，让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

能力，开采了多年的气井像家里的老

人，出了毛病得及时诊治，新开发的气

井像小孩，得像照顾孩子一样细心照

顾。”技术员谭钊为我们介绍气井的情

况，从他的口中我们收获了一个感人

的故事。

台1-23井，一口I层系年轻挖潜

井，2021年11月23日投产，它本应是

风华正茂、产量稳定的“青壮年”，却在

一年的时间里先后遭遇了产水量上升

导致的产量下降、出砂严重产层砂埋等

一系列困境，导致气井产量几乎为零，

无法坚持生产。对此，青海油田涩北台

南气田技术“三人组”——谭钊、李超杰

和梁艳萍迅速出动、扎根现场，对它进

行“诊断、对症下药、调整药方”。经过

一系列循环往复的精细施策，一次次把

它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2022年初，正值冬供的关键时

刻，大家都在忙着稳产量、增产量，台

1-23井可千万不能掉链子！”谭钊回

想到台1-23井第一次停产时的情景，

仍心有余悸。

当时气井停产了，技术组诊断是

出水导致产量不稳定，有积液现象，于

是对台1-23尝试了氮气气举工艺。

大家每天顶着冷风轮流守在井场观

察，盯着井口压力和温度的变化“望闻

问切”。然而，经过几天的尝试和努

力，产量仍未能恢复。技术组推测是

连续的气举对井筒附近的储层产生了

影响，决定换个“药方”试试，于是测试

砂面，结果显示生产层位部分砂埋。

找到“症结”，大家立刻进行助排作业，

将井筒余气放完后尝试关井复压一

天。开井那天，所有人的心悬在嗓子

眼，结果产量依旧未能恢复。

“一井一法，一层一治，每口井所

对应的地层系数、产量、压降和压差等

指标不尽相同，按照常规管理办法，很

可能在气井管理时因摸不准‘脾气’而

功亏一篑。”谭钊认真地分析到。

为了尽快治疗好台1-23井，技术

研究中心当晚连夜召开单井分析论证

会，对“病症”会诊，通过地下地面研究

成果结合气井生产现状，综合结论为储

层供给差，井筒附近地层堵塞。大家立

马开展第二轮施救——进行连续油管

冲砂配合酸化解堵作业，作业后氮气气

举返排开井进站，日产气0.9万立方米。

“终于复产了！措施起作用了！”

那天，李超杰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半

夜开车到30公里外的台南气田，趴在

井口仔细辨别，耳朵里传来的是熟悉

的气流声。

然而，“复产”后的台1-23井并没

有如大家期盼的那样，从此平稳运行，

而是麻烦不断，井口压力降一点，又升

起来，反复玩起“捉迷藏”。（下转二版）

高原气井“复活记”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
（详见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