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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普照，村前、屋后一栋栋蔬菜大
棚，承载着村民们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美好
愿景，见证着大通县新庄镇吉仓村从贫困
走向富裕的奋斗历程。

“深入实施‘三乡工程’，村里的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村庄变得越来越干净整洁，村
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看咱这大棚里的蔬
菜长得多好，绿油油的。”吉仓村党支部书
记冶德全自豪地掰着手指算着：“咱们镇的
蔬菜年产量能达到5405吨，单个棚年平均
产量就有 4.5 吨，看着大家的收入不断增
加，我深感欣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
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实施”到

“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成效渐显。
西宁是我省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把全市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党的
二十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以聚力建设
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争当“六个现代化新
青海”建设排头兵的优异成绩，为奋力谱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青海篇章作
出西宁贡献。

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穿行
高原古城大地，广袤的田野上，一首首农村
改革新曲不断谱写，一幅幅山水画卷徐徐
展开，我市处处展现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图景，美丽乡村的魅力不断迸发，更多百
姓过上了美好生活。

乡村振兴富民众乡村振兴富民众

“市民下乡，村里乡间小路铺上了水泥
路，也安装了路灯，出行比之前方便太多
了！”

“多亏了党的政策，今年，我们家里的
收入又增加了，一个棚就达2万元。”

“这几年来，媳妇在家门口的帮富车间
上班，我们的收入越来越好了！”……

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乡
工程”着眼于城乡资源要素的融合，健全工
作机制，构筑“四梁八柱”支撑体系。成立
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市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
全市推进乡村振兴“八大行动”暨“三乡工
程”指挥部，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左右协
同”，市级统筹、部门协同推进、县区具体实
施的工作推进机制基本形成。

制定印发《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西宁市推进乡村振兴
八大行动方案》《西宁市2022年推进“三乡
工程”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政策文件，将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纳入各级党政
部门绩效考核，列入市委市政府重点督查
事项清单，压紧压实责任，推动各项工作落
实落地，以此促进更多市民下乡，活跃农村
消费市场、能人回乡创业、企业投资兴业，
吸引更多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农村。

严格落实全省“2411”防返贫动态监测
帮扶机制，2022年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299
户1019人，风险消除率69.4%；落实东西部
协作帮扶资金1.356亿元，实施东西部协作
帮扶项目35个；多措并举促进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全市脱贫和易返贫致贫劳动力实
现务工 26619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5.6%……

一项项措施，一组组数字，昭示了乡
村振兴的信心、决心和雄心，助力乡村振
兴跑出西宁“加速度”！

走走，，去下乡去下乡

“馍馍，刚出锅的馍馍……”厨师牛成
艳边吆喝边娴熟地揉面。铁匠马成泰一边
拉着风箱，一边唱着古老的歌谣。在10余
平方米的面坊里，年过六旬的李成雄摆弄
着老式磨面机……隆冬时节，湟中区云谷
川印象小镇里十分热闹，市民下乡让乡村
人气越来越旺。

“真没想到，我们村会变得这么漂亮，
去年依托‘三乡工程’，我们村的莫家沟山
庄一炮打响，乡村旅游火了，下乡的市民越
来越多，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日子别
提有多美！”说起家乡的变化，城中区总寨
镇莫家沟村村民文菊莲很是兴奋。

“三乡工程”盘活了农村的农房、田地、
劳动力等要素，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提升
了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2年，我们充分挖掘山水田园、民俗
文化、农产品等资源，推进乡村民宿、农耕文
化体验等业态发展，申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6个、乡村旅游重点乡镇4个，申报省级乡
村旅游重点村9个、星级乡村文化旅游接待
点15个，打造山水共和生态农业、田园风光
民俗文化、茶马互市生态休闲等3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评定青海省自驾车营地4家。”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市健全乡村
建设的实施机制，持续改善农村环境吸引
市民下乡。高质量完成760个村庄评估报
告，开展31个村“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
工作，有序推进2个美丽城镇、86个高原美
丽乡村和29个乡村振兴试点村建设。乡村

振兴试点村与高原美丽乡村整合实施 18
个，探索形成符合西宁实际的乡村振兴模
式和经验。全市917个行政村实现光纤宽
带和4G网络全覆盖，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达 92%以上，高于全省 58.3%的平均水平，
全市所有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基
本实现全覆盖。

能人企业帮富许多人能人企业帮富许多人

“现在不光夏季，冬季来乡村旅游的人
也越来越多，大家乘着这股子劲儿，想着法
子把冬季旅游做丰富，让咱乡村的冬季照样
火热。”大通县东峡镇仙米村村民雷忠义说，
如今村里的不少乡亲都靠着乡村旅游过上
了好日子，大家自然盼着这个村的“招牌”产
业能够越做越强。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的
大热，雷忠义的农家乐生意越做越好，越做
越大。

坐落于湟源县西南方向的波航乡甘沟
村“支部联建帮富车间”，让村里原本围着
锅台转的妇女，变成了上班族。村民杨桂
英说，“多亏了帮富车间，我现在每个月既
有稳定的工资，还能照顾到年迈的婆婆、身
患残疾的丈夫和正在念书的两个孩子，既
开心又幸福。”

行走在我市广袤乡村大地，记者发现，
在“三乡工程”的引领下，村民有了更多的
增收渠道。

找准坐标定位，深挖潜力优势，大力推
广“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布局，思
路越来越活、办法越来越多，一项项新技
术、一个个特色产品、一条条产业链，如今
正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未来，我们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努力绘就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新画卷，让老乡们生活越来越红
火！”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樊娅楠）

三乡工程缔造幸福乡村生活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2023年春节的
脚步越来越近了，春运的“马达”也动了起
来，针对今年春运，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结
合往年交通管理经验、车流量，总结了四
点安全提醒，叮嘱每一位驾驶人平安出
行，安全回家。

提醒一：春运期间返乡探亲客流迎来
高峰，客货运流混行交通风险突出。根据
全省的人口分布特点，全省近六成的人口
居住在西宁市和海东市，其他各县（市）工
作、务工的部分人员将返回西宁市、海东市
或跨区域过节，省内中短途客运、过境客货
运出行将在节前出现混行高峰，道路交通
安全压力较大，大型客、货车和面包车、私
家车混合通行路段，交通事故风险突出。

预计混行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有：京
藏高速朝阳至平安段、西和高速、西塔高
速、张汶高速宁大段；普通国省道有：109
国道民和县至湟源县段、宁张路、213国道

城北区段以及凤凰山快速路。
提醒二：春运期间小型私用客车出行

增多，小型客车交通肇事风险上升。2023
年春节时间较早（1月22日），加之部分高
校、企业已提前放假，群众旅游探亲、返乡
返岗的出行方式以自驾、小规模组团拼车
出行为主，小型私用客车出行增多，交通
肇事风险上升。

经研判，小型私用客车是近三年春运
假期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车型，交通事故
起数占到事故总量的三成以上，发生地区
也比较集中，主要发生在西宁市、海东市和
海西州，部分中、短途出行集中区域。

提醒三：严重交通违法肇事多，农牧
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高。春运期间，外出
务工人员大量返乡，全省各市、州、县、乡群
众探亲、访友、红白喜事等中短途交通出行
集中，酒后驾驶、超速行驶、无证驾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肇事增多，农牧区道路交通安

全风险较大。
经研判，春运期间农牧区人流、车流等

潮汐流明显，小微型面包车和小型私用客
车节前集中返乡过节，节后集中返城务工
或返校集中出行较多，届时县乡公路交通
事故易发。面包车、小型客车超员，酒后驾
驶，电动车、摩托车、低速载货汽车载人的
违法行为易发多发，交通安全风险高。

提醒四：冰雪恶劣天气易发，对交通
安全出行造成不利影响。今年冬季将会
呈现“前冬偏暖、后冬偏冷”的气候特征。
结霜、降雪等恶劣天气多发易发，导致长
下坡、急弯、陡坡及高速公路重点路段的
交通安全风险加大。道路积雪结冰严重
影响正常通行，特别是高海拔地区冰雪季
节持续时间长，道路通行易受影响，极易
引发高速公路、快速路、国省道严重交通
拥堵和侧滑、侧翻、追尾、多车相撞等事
故，交通安全风险高。

本报讯（记者 王紫）为全面展示全国各大
博物馆的网络人气情况，中国文博发展创新
峰会于 2022 年 11 月份推出十大特色博物馆
专题推介活动，得到多家博物馆及文博机构
的大力支持。已先期发布的四大类博物馆
人气投票，分别为十大“省博”人气投票、十
大博物院人气投票、十大省会城市博物馆人
气投票、十大全国百强县级市博物馆人气投
票，约 130 家博物馆参与展示。目前公布的
2022 年人气最高的十大“省博”中，陕西历
史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四川博物院等 10 家
博物馆榜上有名，青海省博物馆位列第八
名。

据介绍，2021 年 11 月，青海省博物馆策
划形成了以《青海历史文物展》为主，《青海
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

《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为辅的“1+3”主
题展览体系，该展览在充分挖掘自身馆藏资
源及文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充展品类
型，丰富展览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青海
多元文化。2021 年四季度，青海省博物馆入
选全国博物馆热搜排行榜前十名，位列第
三。近年来，青海省博物馆以赓续与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面向全国推出《多
元华彩·融合创新——青海民族民间艺术展》

《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
海》等精品展览，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
时在讲好青海故事与中国故事、激发青少年
爱国主义情怀、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展示宣传青
海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目前，青海省博物馆收藏各类文物 15736
件（套）。

本报讯（记者 小蕊）日前，记者从省市场监
管局获悉，2022年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扎实开展
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和涉企收费治理“净域”系
列行动，检查各类市场主体29万户次，立案91
起，清退多收价款834.13万元，涉企收费治理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聚焦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重点商品，在抓好“规定动作”
中细化任务，积极引导和规范市场价格行
为；推动建立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模
式，充分调动基层执法监管力量，引导市场
主体强化自我约束；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流
程监管，形成执法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
督、群众参与的新型价格监管机制，以实际
行动为广大市场主体纾困减负创造良好的竞
争环境。行动开展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7.3
万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 29 万户次，立案
91 起，清退多收价款 834.13 万元，没收 280.31
万元，罚款 54.34 万元，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取
得显著成效。

行动期间，西宁市市场监管局共检查行政
审批中介、行业协会商会、物流领域、银行、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和转供主体682家次，对
28 家物业企业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进
行整改，立案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案件 7 起，
清退多收水电暖费用152万余元；查处民生商
品和防疫用品市场不明码标价、哄抬价格等
案件 44 起；幼儿园不执行政府定价案件 3 起；
医疗机构重复收费、未公示医疗服务价格等
案件5起。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聚焦民生商品
市场价格和涉疫药械质量安全监管专项行
动，强化宣传指导，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提醒告诫，强化政策指导，警示
经营者严格遵守市场价格和涉企收费法律法
规，压实市场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加大
民生商品市场价格执法力度，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前移监管关口，推动监管由事后向事
前转变，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实现源头治理，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我省清退

多收价款834.13万元

省交警总队发布春运期间四点安全提醒省交警总队发布春运期间四点安全提醒

青海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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