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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得舟）在2023年新春佳节
到来之际，为稳定交通物流行业驾驶员队伍的
稳定，全力保障广大驾驶员过上一个幸福安康
的春节，1月9日，省总工会、省交通工会拉开

“2023年两节送温暖”集中慰问活动的序幕。
当日，共慰问50名困难驾驶员，发放两

节慰问金25000元，让广大基层驾驶员切实
感受到了工会“娘家人”的关怀和温暖。在

此次“两节送温暖”慰问活动现场，慰问组表
达了对广大驾驶员朋友的亲切问候，感谢他
们在过去一年里对我省交通物流运输事业
的辛苦付出，鼓励广大驾驶员有困难及时向
工会反映。集中慰问活动结
束后，工会邀请广大驾驶员
和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一场以

“2022 年企业在发展方面遇

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案”为主题的座谈会，充
分征求各方意见，并将及时发挥工会桥梁纽
带作用向有关部门反映，尽力帮助大家解决
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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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自卑、沉默寡言的留守儿童，如今
变得活泼开朗了；曾经叛逆内向的留守儿
童，如今变得乖巧懂事了；曾经动手能力极
差的留守儿童，如今变得心灵手巧了……无
论是留守儿童的数量还是留守儿童的心理，
都在悄然转变，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让我
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镜头一：乡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好日子是从搬新家后开始的。”位于湟

中区土门关乡的上阿卡村、下阿卡村、秋子
沟村、王沟尔村是4个易地搬迁村，搬迁前，
土门关乡上阿卡村地处湟中区干旱山区，生
存条件差，贫困程度深。搬迁后，上阿卡新
村水泥村道宽敞整洁，搬迁到这里的人们住
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生活条件改善了，
孩子的心中也敞亮了。

男孩小赵今年11岁，上五年级，家中只
有他和爸爸两个人。2017年，他们家从土门
关秋子沟大山上搬迁到现在的居住地，他告
诉记者，以前住土房子，走泥泞路，学校的环
境也很差，朋友很少。但是自从搬到新家，
住的房子变好了，马路宽敞了，生活条件也
好了。去年，村里申请到了中央财政支持项
目，他不仅获得了生活物资，还有许多社工

来村里组织活动，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充实起
来，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如今的他越来
越自信了。

据湟中区民政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市已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
各类困境儿童全部纳入到了关爱服务体
系。在湟中区，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
（社区）儿童主任两支队伍配备也实现了全
覆盖，每个村依托“老年之家”设有“儿童之
家”，其中还设立了几个“儿童之家”示范点。

镜头二：在外打工的父母终于回家就业
了

“爸爸妈妈终于回家了。”留守儿童小米
最大的愿望就是父母不外出打工，常年见不
到父母的她格外需要父母的关心，2022年，
她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据青海省壹次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关爱留守儿童，不能仅靠社工
的力量，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实
施，全省各地大力推动返乡
创业就业、就业扶贫等工作，
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
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些留守儿童父母为了孩子也主动返乡回
乡，在家门口就业也进一步减少了儿童留守
现象，留守儿童的数量正在慢慢减少。

镜头三：留守儿童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关
爱

13 岁的留守儿童解晓红，爸妈常年在
市区打工，家中姐弟三人皆由爷爷照顾，三
人性格腼腆、孤僻，从不主动与他人交流。
不过经过相关部门开展了近80场次个性化
的服务后，三个孩子改变了。细微之处的
变化也格外让人欣喜。因为有了社工的介
入、引导、鼓励，孩子们不仅主动和爸妈交
流沟通，也开始主动参与各种活动，而这不
是个例。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2022年，省市相
关部门以儿童为中心，社会工作者在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中利用专业优
势进行引导，鼓励孩子们积极向上，通过半
年来的记录，显示成效良好。

（记者 王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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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娜仁）岁末年初是烟花爆
竹经营、运输、燃放的旺季，也是烟花爆竹案
件、事故高发期，为切实加强公安机关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市公安局坚持“消除隐患、规范
管理、严厉打击”的理念，对非法运输、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行为进行专项整治。自 2022
年12月28日至今，共收缴伪劣烟花爆竹4561
箱，有效有力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本次行动中，市公安局成立
了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召
集各区县公安局研究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厘清检查打击重点，明确职责分工、时间
节点，挂图作战，确保专项工作落地落实。加
强联合督导保障，成立由治安部门牵头，特
警、交警等多警种构成的“1+5”联合督导小
组，对各单位清查整治、案件打击、烟花爆竹
道路运输和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审批工作
覆盖督导检查，确保专项工作措施到位。同
时，一方面组织民警深入辖区认真摸排，另一
方面开展网络信息研判，网上网下同时发力，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报相关部门依
法查处，及时切断非法销售源头。组织警力
查证群众举报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做到有
报必查，查必从严，精确打击涉嫌烟花爆竹违
法犯罪；对相关部门移交的涉嫌烟花爆竹违
法犯罪案件及时受理，坚决依法打击处理。
主动会同应急、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联
合开展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和储存
烟花爆竹、黑火药，经营和储存“地雷”“开天
雷”“拉炮”“摔炮”等违禁品，销售超标、伪劣、
假冒和禁止个人燃放类产品，以及利用烟花
爆竹实施爆炸犯罪等违法违规行为。

截至目前，市公安局岁末年初烟花爆竹
专项行动共办理烟花爆竹类违法案件 137
起，行政拘留处罚159人，收缴伪劣烟花爆竹
4561箱，捣毁多个非法销售网点和储存窝点，
有力有效维护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消除了
一大批公共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刘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
见和省人社厅的具体要求，全面准确掌握我
市家庭服务业有关统计数据、家庭服务业的
发展和变化，为下一步制定家庭服务业扶持
政策提供支持，我市已连续六年列为全国36
个参与调查城市之一。近期，我市启动了
2022年度全市家庭服务业调查工作，调查工
作持续到3月底。

此次调查的范围是，对我市区域内所有从
事家庭服务业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
全面调查；另外是对我市区域内常住居民家庭
使用家政服务员情况和常住居民家庭对家政
服务的需求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市就业局组
织相关工作人员从市场监管、税务、妇联、民
政、社保等部门和单位提取法人单位和个体经
营户共541户（法人单位276户、个体经营户
265户），后经数据筛选对比后，有259户企业
和个体经营户（法人单位121户、个体经营户
138户）符合家庭服务业调查范围。同时，常住
居民家庭调查对象是对我市城东区、城中区、
城西区、城北区130个社区通过自然排序、等距
随机抽样方式抽取的15个社区中搜集到有效
样本数据共600户（使用家政服务员家庭户数
据400户，有使用需求的家庭户数据200户）。

下一步，市就业局将按要求，保质保量完
成2022年家庭服务业调查工作任务，通过推
送岗位信息、加大家政服务员技能培训力度
等多渠道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失业人员和
就业困难人员选择从事家庭服务业，不断推
进家庭服务业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同时，加大宣传家庭服务业在改善民生、促进
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家庭服务业
的社会影响，全力推进我市家庭服务业工作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北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青海省税务局印发《关于开展2023年“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的实施意见》，启动第10个“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青海
税务系统围绕诉求响应提质、政策落实提效、精
细服务提档、智能办税提速、精简流程提级、规
范执法提升六个方面推出首批17条措施。

今年春风行动的主题为“办好惠民事·服
务现代化”，措施归纳为“六个提”，充分展现
了税务部门对2023年工作的提质增效、提档
升级的决心。推出组织开展纳税人缴费人需
求征集、深入开展“税直达”试点等2条措施；

推出加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宣传辅导、拓
宽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优先退税人员范围、
深入开展第32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等3条
措施；推出发挥税收大数据作用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探索为自然人优先提供智能应答服
务、开展技术与应用可视答疑试点等3条措
施；推出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税务可信身份账
户体系便利纳税人多渠道办理业务、支持纳
税人在境外通过网上申报等方式直接使用人
民币跨境缴纳税款、在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
推动实现数字人民币缴纳税费等3条措施；推
出加强协同简化变更登记操作流程、为个人

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注销前申请当年度手续费
退付提供便利、开发上线个人养老金扣除填
报功能、推进车船税缴纳信息联网查询与核
验以便利纳税人异地办理等4条措施；推出优
化企业所得税政策风险提示服务、探索优化
新设立纳税人纳税信用复评机制等2条措施。

下一步，青海省税务局将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的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和贯彻力度，着
力解决涉税急难愁盼问题，让便民春风成为
全省纳税人缴费人的“暖心”春风、“满意”春
风，为进一步推进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
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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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人”向50名困难驾驶员送温暖

观察：乡村留守儿童的变化

青海2023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无论是碧波荡漾
还是冰封成镜，无论是晨曦微露还是夕阳余
晖，青海湖已成为水鸟栖息繁衍的家园。棕
头鸥、赤麻鸭、渔鸥等水鸟翱翔于水天之间，
嬉戏觅食，与周围的景色相映成趣、美不胜
收……据了解，青海湖指示性物种水鸟2022
年统计总量约 60 余万只，达到 2007 年监测
以来的最大值。

去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在鸟岛、海心山等24个水鸟重点分布区、
15 个普氏原羚活动区分别开展 9 次水鸟监
测、4 次普氏原羚专项监测，完成 2022 年生
物多样性综合监测野外调查，观测记录到
罗纹鸭、灰椋鸟、黑卷尾、红脚隼、凤头蜂
鹰、大麻鳽青海湖鸟类新记录种6种。青海
湖关键性物种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恢复
到 11.41 万吨，较上年增加 0.56 万吨，达到
保护初期的 44 倍；青海湖旗舰物种普氏原
羚种群数量由2021年的2900余只增加到了
2022年的3000余只。

同时，在国家林草局组织的黄河流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评估工作中，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得优秀等级；
青海湖水生态保护修复作为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典型，在生态环境
部开展的生物多样性优秀案例征集遴选活
动中，被评选为 2022 年生物多样性优秀案
例。持续深化科研合作，开展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社区本底调查、青海湖流域
湿地野生动物天敌物种监测、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水生植物调查等工作，产出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调查报告》
《青海湖流域湿地野生动物天敌物种监测
报告》等成果。全年建立完善覆盖全流域
水生态地面监测站点12个，水下监测站点8
个，新建哈尔盖普氏原羚救护站 1 处，青海

湖南岸保护站普氏原羚科研监测中心1处，
哈尔盖普氏原羚巡护体验路线2条。

今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将继续围绕国家公园管理局复函确定的八
项重点工作任务和创建国家公园示范省总体
部署，以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为总体目标，全
力推动青海湖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青海湖生态保护事业再上新台阶。

60余万只水鸟栖息青海湖畔

我市收缴

伪劣烟花爆竹4561箱

我市全面启动
家庭服务业调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