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 李雪萌）1月 23
日下午，省政协十三届六次常委会议举

行。省政协主席公保扎西主持会议，副主

席仁青安杰、匡湧、王绚、王振昌、张晓容、

马丰胜、李晓南、田奎、刘大业、赛赤·确吉

洛智嘉措、马跃祥，党组成员彭友东及常委

会组成人员 69人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第十三届青海省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

了政协第十三届青海省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

议了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

本报讯（记者 魏爽 乔欣）1月 23日下

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

一次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 79人，实

到 75人，符合法定人数。

陈刚主持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议

程共六项：

一、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

二、决定会议日程；

三、推选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四、决定大会副秘书长；

五、通过表决议案办法（草案）；

六、决定代表提出的议案截止日期。

会议依次推选、决定、通过了以上六

项议程。

本报讯（记者 乔欣 魏爽）1月 23日下

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在青海会议中

心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大会应到代表

390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 360人，符合

法定人数。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副主任

王黎明、杨逢春、尼玛卓玛、刘同德、张黄元、吕

刚，秘书长陈东昌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由王黎明主持。会议议程共三

项：

一、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二、表决会议议程（草案）；

三、宣布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

会议依次通过了以上三项议程。

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 李雪萌）1 月 23
日下午，省政协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

主席公保扎西主持会议，副主席仁青安

杰、匡湧、王绚、王振昌、张晓容、马丰

胜、李晓南、田奎、刘大业、赛赤·确吉洛

智嘉措、马跃祥及党组成员彭友东出席

会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第十三届青海省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了政

协第十三届青海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总监

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案）；审议了候选

人建议名单（草案）。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一次会议

省政协主席会议召开 省政协十三届六次常委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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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薛军 莫昌伟 郑思哲）1
月 23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刚，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省委副书记

刘奇凡等省领导来到各代表团，看望出席省

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

陈刚、吴晓军、刘奇凡等每到一处，都向

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新春的祝福。指出，

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

下，谋大事抓要事、解难事化急事，聚力“干

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新的一年

机遇和挑战并存，要紧抓历史窗口期，弘扬

奋斗精神、继续迎难而上，努力把习近平总

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

实。今年的两会是在全省聚力推进现代化

新青海建设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十分重要的

会议，对于全省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

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大

意义，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人大代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始

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使

命，紧紧围绕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群

众关心关注的普遍问题，精心审议各项报

告，积极踊跃建言献策，保持好良好会风会

纪，确保大会各项议程圆满完成。

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

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精神状态认

真履职尽责，确保会议圆满成功，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王黎明、朱向峰、杨逢春、尼玛卓玛、

刘同德、张黄元、吕刚一同看望。

省领导看望出席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

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是青海生态报国

的重要目标。青海生态地位特殊而重要，

必须把生态保护作为最大责任，始终坚定

自觉地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进生态生产

生活良性循环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肩负

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历史使命。

如何立足省情，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

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成为代表委

员热议的话题。

省人大代表、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

县委书记谭晟表示，作为“源头中的源头，

高地中的高地”，助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是曲麻莱县肩负生态报国使命、保护好

“中华水塔”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

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牢生态理念，在悟思想

中寻找答案方法，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对照

思想反思问题、深化实践；应坚持系统治

理，大力实施三江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系统保护、恢复、修复自

然生态系统，全方位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生态根基；还应坚持生态惠

民，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健全落

实国家生态综合补偿制度，加快公共服

务、社区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省州层面

要持续研究出台《草畜平衡条例》《生物多

样性条例》等生态保护法治依据，不断浓

厚生态法治氛围；要将文化创新继续作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绿色

低碳社会行动示范创建，巩固提升全域无

垃圾和减塑禁废专项行动成果。

省人大代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钢夫说，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河南县按照打造生态

文明高地和“山水黄南”战略目标，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先

后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管理办法》等 10 余项制度办

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体系

支撑；长期坚持“治白”“治水”“灭害”多措

并举的生态治理模式，每年冬春季节准时

打响“灭鼠战役”，确保天蓝、水清、草美；在

科研转化方面，借助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合理保护与利

用生态资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首创

县级干部草原生态治理责任制，通过科学

治理，草原生态退化得到有效遏制。应进

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健全生态工作责

任制、强化生态综合治理、优化产业发展模

式、深化宣传引导广度，推动全社会人人参

与、人人治理、人人共享的新局面。

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青海省委主委

朱春云说，目前，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文

明建设中还存在“重自然生态保护，轻生

态文化研究”“重专科的精细化纵向研

究，轻学科间关联性横向探究”两大短

板，从而产生了生态修复工程投资成本

高、成效巩固难，保护与发展难统筹的现

实问题。为此，首先要加强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等生态系统的协同性和整体性研

究。整合气象、环保、水文、地质、林草、

农牧等行业的监测系统，增加智能监测平

台，建立统一的青藏高原生态大数据平

台，为跨学科研究和协同研究奠定基础。

同时，要通过联合攻关、揭榜挂帅、对口

援助等机制撬动高层级的科研力量，加强

青藏高原各生态系统本身的基础性研究

和系统间的整体性研究。其次，要重视青

藏高原生态文化学研究。要深入挖掘青

藏高原世俗法律、自然禁忌、约定俗成和

特有生产生活方式中朴素的生态和谐因

子，深入探究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伦

理、价值追求和生态和谐理念。要依托青

藏高原独特的生态文化和科学研究成果，

进一步加强生态与文化 ,学术与政策的互

动 ,推动协同创新，提升制度设计的精准

性与科学研究的针对性。最后，要构建青

藏高原生态文化学科体系。成立青藏高

原生态文化研究院、设立重点科研攻关计

划、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体系。

在青海理工大学建设青藏高原生态文化

学科，打造具有高原特色和本土优势的学

科体系。

胸怀“国之大者”持续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本报记者 乔欣 李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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