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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两稳三促进

万名干部下乡万名干部下乡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杜兴旺 李俊瑞）日
前，海北州组织召开全州项目推进会议，标
志着全州重点项目将提速进入开复工。据
了解，今年海北州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树
牢全州项目“一盘棋”思想，聚焦产业“四地”
建设，围绕服务构建“243”发展布局、加快

“五个海北”建设，认真谋划储备一批符合海
北实际、符合民生需求、符合发展大势的大
项目好项目，为加快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活力。

2023年是海北州建州70周年，是全州上
下的大事要事，也是海北州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机遇。海北州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抓工程，
加快建设共建共享、整体形象更佳的文明海
北。

今年，该州将继续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坚持储备项目抓转化率、新建项目抓开
工率、在建项目抓投资率、竣工项目抓达产
率，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加快
加西、西察高速建成通车，力争湟西高速开
工建设。推进城镇更新行动，争取老旧小区
改造 1047 套、棚户区改造 284 套，推进门源
龙庭华府二期、秀水花园南苑三期以及西海
镇保障性公共租赁住房等房地产开发建设，
实施好西海镇银湖大桥、四县县城18座人行
天桥及40公里排水管网、祁连县城八一路综
合管沟及西海镇给水管网改造、门源县垃圾
分类及无害化处理等建设项目。争取建设
高原美丽乡村7个，实施农牧民居住条件改
善 5360 户、危房抗震改造 872 户，推进农村
牧区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供水保障和饮水
安全工程。加快门源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尽
快将群众生产生活恢复至震前水平。

同时，海北州精心打造城镇建设样板，
强化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县域内统筹，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海
晏县围绕西海镇与三角城镇一体化融合发
展，推进西海高原美丽示范镇项目建设，打
造“两弹一星”理想信念教育研学基地、青海
湖人文生态旅游基地，建设高原文化旅游名
城。门源县围绕浩门镇“零碳城镇”“精品城
镇”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绿色发展样
板和重要枢纽城镇。祁连县八宝镇围绕传
承西路军精神，建设高原生态特点突出、民
族特色鲜明、红色文化浓厚的祁连山南麓绿
色发展样板城镇。刚察县围绕沙柳河镇与
伊克乌兰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建设民族文化

元素与自然生态景观、现代城镇建设相融合
的高品质高原海滨藏城。

“让项目提速提质提效”，为此，海北州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抓紧抓细抓实抓好项
目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整改落实，确保
全州项目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坚持倒排工
期、顺排工序，挂图作战、压茬推进，做到超
前谋划、先行一步，确保如期实现全州项目
首批集中开复工，形成“你追我赶、大干项
目”的热潮。结合深化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切实为企业纾难解困，助力项目提速提质提
效。

本报讯（通讯员 州政办）祁连县把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编排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阿柔逗曲歌词中寓教于乐；刚察县创作通
俗易懂的藏语歌曲，用民族语言宣传政策法
规；海晏县开展“我为群众算笔幸福账”专项
活动，为群众算清民生账、算好“产业账”、算
明“未来账”……自全省万名干部下乡活动
开展以来，海北州各级各部门把宣讲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作为助力“三农”工作的重大举
措、落实党的惠农强农政策的有效载体，坚
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服务下倾，推动宣讲
活动有深度有广度更有力度。

今年，海北州坚持把宣讲工作作为贯彻
中央和省州委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
部署的先手棋，结合州情实际，研究出台州
委一号文件，制定“一讲两稳三促四保”工作
方案，统筹安排推进干部下乡开展“一讲两
稳三促四保”活动。建立完善“4+1+N”包联
推动乡村振兴和领导干部“1+10”联系基层、
服务群众工作机制，采取州县包联领导带
头、组建基层宣讲团、集中选派宣讲骨干等
形式，分赴全州 214 个行政村开展宣讲工
作。各地各部门精心策划、强化部署，通过
以会代训等方式开展各类培训30场次、1200
余人次，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最准的角度把
中央、省州委一号文件精神和党的强农惠农
富农政策送到农牧民群众心坎上。

针对农村牧区不同地域不同宣讲对象
特点，各宣传小组采取集中宣讲、主题宣讲、
互动宣讲、订单宣讲等相结合的形式，量身
定制宣讲内容，切实提高宣讲工作的针对性
和时效性。集中宣传突出思想引领，以党的
二十大和中央、省州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
省州全会、“两会”精神等为重点，通过村民
大会、党员大会、“流动”课堂等载体，开展宣
讲活动，实现集中宣讲全覆盖无死角。主题
宣讲突出政策解读，与乡村振兴实施、脱贫
攻坚成果巩固、美丽乡村建设等当前重点工
作相结合，把与农牧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政策举措，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
的形式送到田间地头、草原深处、群众家中，
让群众听得明白听得进去。互动宣讲突出
寓教于乐，不断盘活各类资源，扩大宣讲阵
地，在传统理论宣讲的基础上鼓励群众主动
交流，以交互式宣讲为农牧区群众讲清惠农
政策、法律法规、医疗健康等知识，变传统灌
输式教育为互动式、现场式体验。订单宣讲
突出满足需求，引导农牧民群众围绕乡村旅
游、高效种养技术等内容按需“点单”，由各
行各业的“土专家”接单，增强宣讲针对性，
实现要讲的内容、会讲的专长与想听的需求
有机统一，让群众听有所悟、听有所获。目
前，已开展“接单式”宣讲260余场次，惠及各
族群众5000余人次。

创新宣讲载体，采取线上线下齐发力，
文艺理论齐上阵，多渠道、多角度、多形式及
时向群众送去政策春风。线下注重扩大宣
传覆盖面，充分发挥“铁骑”“马背”“党员先
锋”等宣讲工作队作用，把“政策话”“文件
话”变成“家常话”“大白话”，用拉家常、艺术
演绎等接地气、有新意、攒人气的形式开展

“零距离”宣讲，面对面答疑释惑。坚持把宣
讲活动作为解难事办实事的实践课堂，在宣
讲好政策的同时，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
富有成效的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活动。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乡村治理、矛盾纠
纷、民生保障、环境整治等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
难，让宣讲既带着“高度”，也带着“温度”，为
群众补钙提能。

本报讯（通讯员 州政办）今年以来，海
北州协调发展、提速行动，不断提升海北城
乡品质，特别是一批批农村公路项目建成，
为乡村振兴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先导性

作用。日前，海北州6个农村公路提升项目
通过可研评审，有望尽快得到建设。

日前，海北州、海晏县交通运输局会同发
改部门组织召开永丰村至八户湾公路等6个

农村公路提升工程项目可研评审会，会上专
家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文本资料，对项目工
程可研方案等进行了详细了解和问询，并提
出具体合理化修改建议，最终一致通过评审。

此次评审的6个农村公路提升工程项目
建设里程44.3公里，估算总投资3240万元。
这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对提升乡村道路
整体服务水平，改善农牧区群众出行环境，
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发
展，推动农牧业稳产提质、农牧民稳步增收，
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产业“四地”发
展，加快“五个”海北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局之年，也是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海北州、海晏县交通运输局将全
面贯彻落实州委州政府安排部署，不断加
大部门沟通衔接、联合用力，以实施交通
强国战略为契机，以交旅融合引领全域旅
游发展为抓手，聚焦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持续加大农村公路项目落实力度，推动农
村公路提档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

又有又有66个农村公路提升项目通过可研评审个农村公路提升项目通过可研评审

全力以赴让项目提速提质提效
宣宣讲讲：：

从田间到草原
为群众补钙提能

走进县城，大街小巷干净整洁、公共场所秩
序井然、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文明礼让、志愿服务
等一幕幕暖心画面映入眼帘……一个个看得见
的“文明风景”就是祁连县创城工作初显成效的
最好证明。自祁连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
全县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坚持高站位谋划、
高标准推进、严要求落实，以饱满的活力和激情，
在文明城市的赶考路上阔步前行。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千头万绪，怎么
推进？祁连县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着眼
长远、全盘谋划、上下联动。

创建初期，祁连县就着手构建“县委统一
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推行

“县级领导包街联村、县直机关单位包联小
区、乡镇领导包联网格”结对包联创城工作机
制，建立包街清单、包联社区清单、结对村（社

区）清单“三张清单”，持续推行创城工作“揭
短亮丑群”和“红黑榜”，以日常工作“揭短”方
式，督促其成员单位短板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今年以来，祁连县持续打响宣传舆论“持
久战”，推进“线上线下”宣传同步发力，线上
依托“走近祁连”“大美祁连”APP等，助力创城
工作深入开展。线下充分用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宣传阵地、“两线十街一广场”
和“三老人员宣讲队”“文艺宣讲小分队”“马
背图书馆”等基层宣讲队伍，使县域居民知晓
率全面提升，创城氛围进一步浓厚。

祁连县精准聚焦群众需求，依托各级文
明单位、志愿者服务队伍、爱心企业等组织，
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敬老助残、政策宣传、
卫生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打造“擦亮
天境”“六带六创文明实践行动”“文明交通
劝导”等特色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使创

城志愿活动呈现出益民、利民良好态势。全
县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58
个，成立志愿者服务组织 152 支，注册人数
4324人，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750余
场次。在农牧区充分发挥道德评议会、村民
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作用，进一步完善“村
规民约”“文明公约”等自律制度，提升群众
文明素养。建成县图书馆和45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及50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社区“15 分钟城市文化生活圈”基本形
成，为广大群众构筑起新的精神高地。

“街道干净整洁了，眼前亮堂多了，住得
也越来越好。”大妈马梅琴一边说，一边竖起
了大拇指。

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天境
祁连”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宜
居。 （通讯员 祁宣）

祁连县：全员行动打响创城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