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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在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
邮储银行果洛州支行金融扶贫侧记(三)

坚守是一种信念的传承，更是一粒
希望的种子。“在高原上从一个村去另一
个村，少则几十公里多则上百公里，很多
时候为了做好金融服务工作，都是我们
跟着牧民跑，这些年来不知道车子爆了
多少条轮胎，也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鞋
子”，果洛州支行信贷经理华忠讲述着高原金
融服务工作的艰辛。

据了解，自金融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果洛州
支行已完成了对果洛州玛沁县14个扶贫村、22个
非扶贫村所有贫困户的摸底工作，共计完成建档
立卡1976户和1288户信用评级工作。截至2018
年8月末，果洛州支行在全州投放的扶贫类贷款
累计达8600多万元，其中个人扶贫贷款投放近

200万元，产业扶贫贷款投放近8000万元。
如何让更多的创业者留在高原，如何让

他们梦想在高原生根发芽，这是邮储果洛州
支行支行长刘鑫常常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邮储银行果洛州支行与州扶贫开发
局、团州委签订青春创业大学生扶贫贷款协
议，以省扶贫局注入担保资金的方式，为全州
返乡青年创业者提供无息贷款，确保各县返

乡大学生有足够的创业资金支持。2016年4
月，在已有的放贷资金仍然不能满足各县需
求的情况下，为了加大对果洛州青春创业扶
贫贷款的金融投放力度，果洛州支行积极与
州团委、州扶贫局沟通，以三方联席会的形式
形成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要求，在保
证金有限的情况下，放大资金杠杆比例，将原
有保证金杠杆比例从1:5调整到1:8。

仁青达吉是近年来为数的不多返乡
大学生，也是返乡创业的少数年轻人，为
了支持仁青达吉创业，邮储银行果洛州
支行给仁青达吉发放贷款25万元，支持
其创业开办汽车维修厂。2017年仁青达
吉的汽车修理厂运营以来，凭借着高招

的修车技能，几乎垄断了果洛州所有的半挂
车修理保养业务，年收入达100万元以上。

“多亏了邮储银行的支持，才让我坚定了
回乡创业的信心，邮储银行愿意和我们这些土
生土长的果洛人，共同坚守高原，我们感到真
的很温暖。”藏族小伙仁青达吉一边向记者介
绍着自己的创业历程，一边对身边的邮储职
工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一个辗转于黄土地和灶台边的普通
农村妇女，几年时间，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担负起了全家的希望，
靠着不向命运低头的毅力和辛勤的劳作成功实现脱贫，迈上幸
福之路。全村人只要提到她，都会竖起大拇指，对她赞不绝口。
她，就是大通县新庄镇尕庄村的“拼命三娘”马志莲。

三年前，她被村里评为贫困户
2008 年，马志莲的丈夫韩进英突发脑梗塞，致使身体偏

瘫、心脏瓣膜损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孩子年纪尚幼，全家的
重担就落在了她一人身上。马志莲一边种庄稼、一边打工来
维持生计，同时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
了控制住丈夫反复的病情，马志莲四处借钱治疗，女儿也为此
辍学，帮忙分担家务，这些努力却没能挽留住丈夫的生命。由
于前期欠债过多，丈夫的过世让她家一度陷入了困境，2015年
马志莲被评为贫困户。

起初，马志莲也跟其他农户一样，种植小麦、蚕豆、油菜和
土豆等传统作物，一年忙到头赚不了几个钱。一次偶然的机
会她了解到，种植蔬菜40天左右就可以收割，市场上1斤油菜
能卖到2元，于是她也有了种植的想法，在驻村工作队以及村

“两委”的帮助下，她在自家的一块川水地建起了蔬菜大棚，并
积极参加技术学习培训班，种起了油菜、黄瓜等。由于经营得
当、菜品好，大棚里的蔬菜一成熟，就被附近的菜商全部收购，
仅起初种植的两茬油白菜收入就近8000元，见大棚有成效，马
志莲劲头更足了，又租种了别人的一个大棚，准备扩大种植。

如今，她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变
蔬菜大棚的经营给了马志莲甜头，让她对脱贫充满了信

心。驻村工作队根据她的情况，又给她家实施了“蛋鸡”养殖
项目，马志莲积极向有经验的养殖人员学习养殖经验，经过一
段时间悉心照料，蛋鸡平均每天产蛋50个，折合市场价每月仅
鸡蛋收入6000余元。

如今的马志莲，忙着种植和经营2个蔬菜大棚以及蛋鸡养
殖，虽然生活越来越忙，但是收入也越来越多，脱贫致富的信
心也越来越足。在忙着脱贫致富的同时，马志莲并没有放松
孩子的学习，她深知只有教育才能改变生活、改变命运，苦了
谁都不能苦了孩子。所以，不管生活多艰难，她都坚持让孩子
完成学业，掌握文化知识，家里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孩子的教育
费用，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每次说到她的孩子，马志莲坚毅
的脸上总会泛起微笑，略显骄傲。

现在马志莲一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起一
路走来的脱贫历程，她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我真的不
知道我们一家该怎么生活，现在好了，有这么好的扶贫政策，孩
子们也长大了，我要更加努力，把我的大棚和蛋鸡经营好，我对
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 张国静）“两新”
组织综合党委是推动城市发展定位、
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对发
挥街道党工委集中统筹优势、实现

“两新”党组织兜底管理具有重要意
义。自成立以来，城西区辖区街道

“两新”组织综合党委不断强化政治功
能、落实基本保障、聚力品牌建设、
促进作用发挥，“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水平不断提升。

在巩固现有非公企业党的组织和
工作覆盖的基础上，城西区聚焦重点

突破，以未组建党组织的企业实体性
社会组织为重点，灵活党组织组建方
式，加大党组织组建力度，结合“1+
X”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法，将
符合条件的“两新”组织建立党组
织，帮助暂不具备条件的“两新”组
织优先招聘党员职工或在优秀职工中
发展党员，做好优秀出资人 （负责
人） 以及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的政治
培养吸纳工作。

同时，围绕生产经营、职工权益、
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搭建非公党建工

作平台，结合街道“党建+公益”创新
服务机制，将非公经济组织力量吸收
进来，联合开展“与书香为伴 共享美
好生活”读书月活动、“年中观摩看党
建暨非公经济党组织党建工作交流会”
等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助推非公党建
各项工作。

选定“两新”组织党建示范点10
个，进行重点打造提升。建立党工委
班子领导联系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区，
以上率下、层层传压。目前，一半以
上的示范点达到了支部健全、场所建
立、制度上墙、载体明确、活动正
常、资料规范、保障有力，党组织作
用发挥明显。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进一步规范全区保健食品市场秩序，
引导人民群众正确选购及使用保健食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按
照市、区开展防范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五进”科普宣传活
动的工作安排，城东区开展了相关专项检查和宣传活动。

开展保健品专项检查。针对辖区内大型商超、保健品专
营店，开展是否证照齐全、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打着保健养
生的幌子利用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检查等形式虚假宣
传、非法销售保健食品的专项检查。通过检查走访，总结出保
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八大特征”，梳理出老年人上当受
骗的“五大心理”，并以此开展了保健食品知识进学校、进社
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的“五进”宣传活动，有针对性揭示
不法商家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消除人们盲目消费心理。

丰富宣传形式做足宣传工作。一是以新媒体为载体，微
信公众号推送科普宣传文章，通过讨论转发等方式扩大宣传
普及面。二是组织区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和属地监管所在辖区
各大型商超、广场、药品经营单位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立宣
传点，以发放科普宣传材料和宣传手册、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
进行宣传。三是对容易受骗的老年人，采取发放《老年人防骗
消费手册》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详细讲解如何正确选择保健
食品等知识。四是各食品药品监管所在监管辖区内多次开展
宣传会，宣讲防骗指南和注意事项，介绍消费维权渠道，保障
辖区群众有更多的了解途径和维权途径。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今年以来，
湟中县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切实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不断推进绿色发
展进程。

加大农田残膜回收力度。积极做
好环保政策宣讲工作，逐步提高群众的
环境保护意识，结合农田残膜回收项
目，让自发拾捡残膜渐渐成为劳作习
惯。截至目前，完成残膜回收 1640.43
吨，超出回收任务量的 848.43 吨，残膜
回收完成率达到207.12%。

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全
面加强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推广保护
性耕作和农作物秸秆粉碎还田技术，严
格落实秸秆禁烧责任。截至目前，推用
保护性耕作技术8.9万亩，推用农作物
秸秆粉碎还田技术11.6万亩，马铃薯秸
秆粉碎还田率达68%、油菜作物秸秆回
收粉碎还田率达80%、麦类作物秸秆回
收粉碎还田率达90%。

积极推行粪污资源化利用。与126
家规模养殖场（户）签订养殖污染防治承

诺书，督促各规模养殖场（户）积极利用
沉淀池、堆粪场、有机肥加工等现有的粪
污处理设施，将养殖粪污经堆积发酵、有
机肥加工等方式处理后还田利用，全县
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75%以上。

推进病死畜无害化处理。成立了
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工作领
导小组，落实属地化管理职责，强化生
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坚持集中处理与自
行处理相结合的原则，严格按照《病害
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
程》(GB)开展信息核实、数据填报等工
作，全县共无害化处理病死畜 4731 头
（只），未发生二次污染事件。

本报讯（记者 肖芳）近日，由城中
区纪委监委创作的首部家风主题公益
广告片《传承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美德》
播出后，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热议。“良
好的家规家风，能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加和谐、做到坦诚相待。作为
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要坚持以规立家、
修身齐家、以廉守家、文明传家，带头弘
扬优良家风，争当建设‘廉洁文明家风’
的示范者。”一位中区纪检干部看完后
这样说。

该公益广告时长 40 秒，整个广告
以中国泼墨画的画风，选取了古人“立

家规、尊老爱幼、宽容博爱”“孝敬父母、
善待他人”“传家训、和待乡邻、精忠报
国”“树家风、清白做人、爱岗敬业”的四
个画面，深入挖掘家风家规中蕴含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倡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更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弘扬和倡导优良家风，传播廉政文
化正能量，以家风带民风转作风树新
风。为扩大公益广告的宣传力和覆盖
面，区纪委监委还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和
全区醒目位置的LED显示屏上进行不
间断滚动播出，营造崇德向善、崇俭尚
廉，筑牢拒腐防变的浓厚氛围。

据悉，今年以来，城中区各级党组
织坚持把廉洁文明家风建设纳入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同研究、同部署、同
落实，引导和督促党员干部抓好家风建
设。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
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主
动示范、以上率下，当好家风建设的引
领者，以良好的家风展示清正廉洁的从
政风范。同时，区纪委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了“清风中区 廉润万家”家风建设系
列活动，其中播放“好家风”公益广告便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此次活动
的开展,进一步推动全区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增强以德齐家、以廉保家的
思想意识，涵养新时代的良好家风，培
育崇德向善、奋发向上的清廉风尚。

马志莲：尕庄村的“拼命三娘”

东区提升群众自我防护能力

西区为西区为““两新两新””组织保驾护航组织保驾护航

11 月 14 日，湟源
县日月中心学校 110
余名初三学生在集团
校老师的带领下，先
后走进西宁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青海师范
大学，零距离参观了
模拟导游实训室、创
新学院实训室、旅游
商贸实训室，并在烹
饪实训室亲自动手制
作西餐点；在大学食
堂就餐；在青海师范
大学与湟源籍大学生
座谈，听大学教师讲
解青海的人文历史、
自然景观资源等，身
临其境体验了大学生
活和校园文化。图为
大学老师向孩子们讲
解大美青海。得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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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湟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脱贫攻坚
西宁在行动西宁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