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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在德令哈市“1245”发展格
局指引下，一批批驻村工作队接续奋斗，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乡村面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振兴正在
悄然提速……

作为第三批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
2021 年 7 月，冯亚军带着组织的信任和
肩负的使命来到德令哈市巴音河西村。
一年半过去了，再见到冯亚军时，他正在
与村委会一班人研究总结最近的工作开
展情况。

从走访入户了解、收集群众关于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到构建村级项目库、争取产业项

目……村上的大事小情，都是驻村工作
队要积极参与、努力完成的任务。冯亚
军告诉记者，通过一年多来对村里情况
的全面摸排，以及和村两委的相互配合，
现在对未来的工作开展有了更多的新思
路、新想法。

围坐在脱贫户毛万梅家宽敞明亮的
新楼房里，冯亚军拿出他精心准备的党
的二十大宣讲学习材料，深入讲解了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对国家对人民的重要
意义，详细解读了最新的惠民政策和乡
村振兴发展的方向。冯亚军讲得认真，
乡亲们听得仔细。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
入户宣讲中，党的好声音传达到寻常百
姓家。

乡村要振兴，关键看产业。驻村工
作队又来到巴音河西村村集体产业温室
种植大棚。严寒的冬日里，棚内始终温
暖如春。放眼望去，一畦畦菜瓜、青椒、
西红柿绿意葱茏、长势喜人。近年来，巴
音河西村积极联系蔬菜种植大户，为自
愿流转土地的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发放土地流转金，先后流转 500 多亩土
地。“春节前这些蔬菜就能上市了。接下
来，我们还要继续修建温室大棚，进一步
扩大规模。”冯亚军高兴地告诉记者。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投资190万元收购1级、2级、5级三
座水电站，直接解决了巴音河西村十多
人的就业问题，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持
续带来效益，水电站项目逐渐成为巴音
河西村的支柱产业。在水电站运行过程
中，驻村工作队提前组织、积极谋划，为
水电站运行工作人员培训特种作业操作
证，确保电站运行正常合规；与村委会一
起组织申报争取村级水电站电力设备提
档升级改造项目 547 万元，通过提档升
级，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原有基础上大增，
发展效益也随之翻番。

产业兴，生活美，百姓的日子红火。
在海西州还有许多像德令哈市巴音河西
村这样的驻村工作队，扎根在乡村，奋战
到一线，以最真的心、最深的情、最大的
力，驻守百姓幸福安康，持续推进乡村振
兴。（特约记者 孙丹丹 通讯员 吴翔鵾）

当前，正值岁末年初关键阶段，人口流动量加大，返
乡人员增多，面对疫情“迎峰转段”的新挑战，农村疫情防
控压力凸显，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此专门下发方案，要
求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

在都兰县巴隆乡科尔牧业村，55岁的杨杰正在村卫
生室看病。杨杰一直患有肺心病，加之这两天一直在发
烧，在得知村级卫生服务站有治疗这方面的药时，他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卫生服务站就医。

“这几天，我一直不舒服，多亏了家门口的村卫生室，让
我可以第一时间来看病买药，刚才医生还给我讲了很多新
冠感染的注意事项，真的是我们健康的守护者。”杨杰说。

近年来，家庭医生在群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活跃在居民身边，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都兰
县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将全县26名家庭
医生签约团队的电话向社会进行公布，每个团队由执业
医师、执业护士、药剂师组成。全县农牧区重点人群家庭
医生的签约率目前已达到83%以上，村民如果出现发烧、
干咳、乏力等症状，可随时进行健康咨询。这段时间，农牧
区的家庭医生还在加快调查辖区内65岁及65岁以上重
点人群的健康状况，对有基础病的人员进行专案管理。”

针对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这一短
板，国家卫健委要求加强宣传，引导农村居民正确认识新
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树立科学就医理念。在都兰县，当
地按照网格智治模式，联合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在配强村社服务力量的同时，搭建“线上就诊”微信群，及
时为农村居民开展健康科普和心理疏导。

都兰县农牧局作为农村疫情防控组的牵头部门，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
防控的部署要求，联合县卫健委，积极应对农村地区岁末
年初人群流动带来的疫情防控挑战，科学实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有力维护好农村地区生
产生活秩序。

“我们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重点抓好农村牧区
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症治疗、老人儿童防护等方
面工作，加强日常健康服务，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有序疏
导诊疗需求，提供分级分类医疗卫生服务，最大程度保护
农村牧区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兰县农牧和乡村振兴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特约记者 马春香 浩尔娃）

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婷婷）为打造便民、高效、规范、廉
洁的政务服务环境，都兰县以便民利企服务为目标，加强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拓宽政务传播渠道，深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推动企业群众办事线上“一网通办”，
线下“一窗受理”，全力畅通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后一公里”。

据悉，为推动高质量“一网通办”应用，提高办事群众
的满意度，该县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持续推进
自建系统对接工作，按照窗口标准化、事项程序化、流程精
细化的要求，连通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青松办”
App，完成了与公安、人社、税务、发改、医保、民政、教育等
15个部门800余个政务服务事项和便民服务的应用对接。

全县8个乡镇114个村（社区）均已设置乡镇便民服
务中心和村级便民服务站，逐步实现民政、医疗、农牧、扶
贫等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共
梳理乡镇、村（社区）政务服务事项35项。

同时，该县推动落实“一件事一次办”集成办理。将企
业和群众办理相关联的“多部门”“多事项”整合为“一件
事”“一次办”，构建统一受理、联动办理业务的“一件事”
模式，从企业和群众心头的事、身边的事、创业的事、最难
的事入手，推出了不动产登记、企业开办重点领域改革和
个人企业等19项“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套餐，以最少的环
节、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让政务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本报讯（特约记者 叶文娟）在青海省
昆仑山脉柴达木盆地五龙沟内，有近
333.3公顷（5000亩）野生枸杞林，林分历
史达到几千年以上，现存树龄60年—100
年以上的多达百株，最老的树龄达200多
年之久。这是记者近日从青海枸杞“柴达
木”品牌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按照生态学、生物学和自然演替规
律来说，可以追溯至几千年的原生历史。
可以说，五龙沟野生枸杞林是迄今为止全
球发现的集中分布规模最广、野生历史最
长、保护面积最大的野生枸杞林。”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经济林协会副会长、南京
林业大学原校长曹福亮在发布会上说。

据了解，昆仑山脉柴达木盆地五龙
沟，海拔高、温差大，高寒干旱，水源缺乏，
自然条件独特，生长分布在这里的青海野
生枸杞，以其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特性和
顽强的生命力，维持了柴达木地区的生态
环境，也奉献了优质的食用果实。枸杞树
生长期一般在50年左右，可以说，五龙沟
野生枸杞林是“千年枸杞林，百年枸杞
树”。

这片野生枸杞林在昆仑山雪水的滋
养下，历经千年依然郁郁葱葱、仍旧可以
开花结果，当地百姓经过多年的选育、杂
交，种植而成的枸杞正声名鹊起，小小枸
杞不断发挥着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粮库、
钱库、水库、碳库、药库的作用。秉承千年
枸杞培育种植和利用的传承命脉，保护五
龙沟原始枸杞的自然资源和遗传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为保护这片野生枸杞林，青海省林草
部门将其纳入公益林管护范围，海西州成
立了野生枸杞自然保护区。“在此基础上，
对这片野生枸杞林进行认定和发布，建立
省级野生枸杞保护区，既能更好保护这具
有千年历史的大面积自然生物标本，也能
科学挖掘其重要的生态科研价值和生物
学、生态学价值，对于青海枸杞的品质提
升和品牌推广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有助
于推进青海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曹福
亮说。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淑娟）2022 年
以来，格尔木工业园紧紧围绕高质量发
展的新目标新定位，工业经济实现强劲
增长，工业经济发展亮点纷呈。

据悉，2022年前三季度格尔木工业
园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1.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3.6 个百
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9.97亿元、同
比增长 48.2％。1 月—10 月，累计完成
招商引资省外到位资金24.91亿元。

园区大力实施惠企政策，按照“一企
一策”要求做好企业“点对点”服务，全力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园区47户规
上工业企业开复工率达到80％。同时，积
极抓好国家和省州市关于稳住经济一揽
子政策举措和助企纾困各项措施落实。
2022年1月—10月累计完成全地区增值
税留抵退税29.93亿元；减免中小企业创
业基地内厂房租赁费587.31万元。

园区持续优化招商引资工作，重点
围绕园区产业优势加大外出招商引资对
接力度，切实增强招商项目信息的收集
和跟踪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分产业对
接企业500余家、商会10余家，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性企业 10 家。建立包联项目

“一对一”服务制度，先后协助青海中信
昆仑锂业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企业完成
公司注册及入驻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手续
办理，有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另外，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加
大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
巨人”企业培育力度，2022 年新申报联
宇钾肥等科企 4 家、跨界轻金属高企 1
家、重新认定盐湖股份等高企3家；启迪
清源成功入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盐湖股份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青海锂业通过复核顺利入选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

驻村更驻情 乡村更振兴

柴达木五龙沟

现存近333.3公顷野生枸杞林

2022年，格尔木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对辖区金属锂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
扶持措施，助推海西州金属锂出口破亿元。截至2022年11月底，实现海西州
清洁能源重要原料金属锂出口93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52.5%；出口货值达
1.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6.5%。

图为格尔木海关工作人员在金昆仑锂业办理业务。（王菲菲 李世豪 摄）

格尔木工业园经济强劲增长

年关，守好农村疫情防控这道门

都兰全力畅通

为民办事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