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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自全省助企
暖企春风行动开展以来，黄南州迅速建立
以“政府主导+行业推进+工作组专项推
动+联络员进企入厂”的服务机制，着力解
决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全力
以赴推动助企暖企行动落地见效。

州委常委会第一时间组织学习全省
企业家座谈会会议精神，部署全州助企暖
企和纾困帮扶工作。州政府党组会专题
学习《青海省抢抓机遇促发展活动方案》
精神，各副州长牵头负责，统筹推进全州
助企暖企行动。召开全州助企暖企春风
行动动员推进会，制定《黄南州助企暖企
春风行动方案》，设立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办公室，成立农牧业、工业、能源、建筑业、
服务业等5个助企暖企行动专项组并制定
专项方案。在省直部门对符合条件的 50
户企业包联基础上，州直选定厅级领导27
名、正县级联络员40名、副县级联络员36
名，市、县级部门选定185名正科级以上的
工作人员每人包联1家企业，形成重点行
业部门领导干部全部参与局面。

秉持全面参与、全面覆盖的理念，黄
南州按照“不差一个”“不漏一个”的行动
步骤，多方位、多角度、多渠道联合工信、
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按照帮扶对象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生态环保和相关产业政
策等要求。结合黄南州产业发展实际，重
点筛选出支撑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
旅游、有机农畜产品加工、清洁能源、建筑
等338家帮扶企业，及时录入信用青海春
风行动信息平台，其中省级确定帮扶黄南

州企业50家，州直确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帮扶企业 103 家，各市县联络员包联 185
家，联络员绑定企业率为100%。

在积极承接国家和省级96条政策措
施的基础上，从财政、金融、减负降费、援
企稳岗等方面因地制宜出台助企暖企一
揽子政策措施。及时翻印《青海省助企暖
企春风行动口袋书》，切实帮助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近期拟成立黄南州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引资工作机构，正在制
定黄南州实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
工程”和招商引资“六大行动”工作方案，

以及促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
作措施、重大项目“一事一议”实施办法和
招商引资考核办法等措施制度，进一步明
确目标、细化任务、落实责任。

高效精准分拨问题。联合工信、农
牧、住建、税务等行业部门，抽调7名工作
人员成立州级问题分拨中心。邀请省问
题分拨中心专家对抽调人员进行了政策
解读、平台操作、问题分拨等方面详细的
授课，确保做到问题分拨“精”“准”“快”。
截至目前，共收集到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
138条，已及时分拨至各部门。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3月16
日，黄南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特展
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
此次特展以大量图片多角度呈现了
黄南州 9 个代表性传统村落的独特
魅力。

黄南州现有54个村落入列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是全国 10 个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之一。
作为我省高原山地地区农牧结合传
统村落的代表，该州传统村落主要集
中在同仁市和尖扎县并沿黄河、隆务
河两岸分布，其中海拔较低的村落以
农业种植（小麦、马铃薯、蔬菜等）为

主，海拔较高的村落兼有农业和畜牧
业，具有天然多样的自然景观和灿烂
多姿的民族民俗文化。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是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发建设的传统村
落全景式、百科式展示平台和学术资
源交流平台，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村
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所孕育的农耕
文明，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推动
村落保护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据悉，除已上线的9个传统村落
代表，余下的 45 个黄南州国家级传
统村落也将于近期全数进驻中国传
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本报讯（通讯员 泽库宣）3月21日，泽
库县乡村振兴专家人才站挂牌成立，11名
省级专家人才正式驻站开展工作。

“所有驻站专家人才将积极发挥自身
所长，聚焦县情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提供
好问题解决方案，当好泽库县乡村振兴的
智囊团队，尽最大可能提供好智力帮扶。”
驻站专家人才代表、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副院长刘书杰说。

据了解，近年来，泽库县深入贯彻“人

才强县”战略，围绕乡村振兴大局，细化工
作举措、强化统筹调度，制定完善《紧缺人
才引进办法》《引进人才考评细则》等，持
续在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上下功夫，投入真
金白银打造人才引进“强磁场”。去年以
来，针对乡村振兴人才匮乏的问题，在州
委组织部的精心指导下，县委通过建机
制、搭平台、强保障，从全省农业农村、文
化旅游、生态环保、项目管理和新能源开
发等领域物色柔性引进人选，确定11名专

家人才落地泽库。
据悉，此次挂牌成立工作站是泽库县

柔性引才引智上的尝试和突破，也是落
实人才振兴要求的积极探索。泽库县
委、县政府将当好专家人才的“娘家人”，
以工作站为载体，不断完善政策、优化环
境、拓展平台，全力做好工作站对接联
络、协调沟通、保障服务的各项工作，为
乡村振兴提供好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
创新支撑。

本报讯（通讯员 同仁宣）同仁市着眼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减负+激
励”并行为主线，定准定实年度考核指标，
在构建精准考核体系上持续发力，激励广
大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担当作为、建
功立业，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同仁
凝聚奋进力量。

创新“减负+激励”方式，推动考核指
挥棒更加有力。突出落实所需、改革所
呼、协同所用、减负增效的工作导向，探索
建立督考一体工作机制，运用“互联网+督
考”的方式，以线上督查考核为主，线下督
查考核为辅，整合利用现有软硬件资源，
实行目标任务网上交办、落实过程网上监

督、落实结果网上反馈、考评结果自动生
成，将督查和考核合二为一，着力构建“目
标全覆盖、过程全留痕、结果全运用”的督
考一体“551”工作机制。打造督查督办、
目标考核管理、问责问效问题处理、大数
据分析研判以及 OA 办公 5 大系统，解决
了基层“督查频繁、问责泛化、材料论英
雄”的窘境，也为组织部门通过互联网大
数据精准翔实掌握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
履职实绩，选拔任用优秀干部、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定制“减负+激励”内容，推动考核风
向标更加鲜明。在个性指标设置中注重
考少、考精、考重点，对市直单位构建以重

点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基层为主
要内容的考核框架，紧扣单位职能设置专
项指标，实现一个市直单位一张“考卷”。
优化“减负+激励”目标，推动考核新引擎
更加强劲。有力打破乡镇长期以来“权责
不一、有责无权”的发展难题。按照依法
下放、宜放则放原则，将点多面广、基层管
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审批服务执
法等权限赋予乡镇，重点扩大乡镇在农牧
业发展、农村经营管理等方面管理权限，
逐步建立市乡“属地管理”事项主体责任
和配合责任清单，将乡镇干部从沉冗繁杂
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主责主业中。

本报讯（通讯员 黄南宣）2022 年，黄南州全面
落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决策部署，始终
坚持建基地、上规模，搞示范、强科技，育龙头、创品
牌，高质量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
州建设。

全力构建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坚决落实耕地
保护硬措施，整治完成“非农化”图斑103个、418.49
亩，“非粮化”3.08 万亩，撂荒耕地复垦复种 1.34 万
亩。“四个万亩”“四个万头”特色种养殖基地成效显
现，建成千亩荷兰豆示范田、百亩小米创建田、黑青
稞百亩攻坚田各1个，新建千只藏羊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5个、畜禽规模养殖场1个，改造提升农牧业生
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9家。

全力构建三品一标发展体系。建设农作物良
种繁育、示范、展示基地4200亩、优质春小麦生产基
地2万亩、优质青稞生产基地1万亩。挖掘“尕玛顿
丹”“加佳哇娄”地方藏羊良种，“山水黄南·绿色农
牧”区域公用品牌参加“青农优品”系列评选活动，
西北弘、清青海等涉农企业年产绿色优质农产品规
模占比突破12%。

全力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落实中藏药材
种植加工、高寒地区荷兰豆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等多
个科技推广补助项目。联合天津合力打造绿色有
机畜产品研究院、绿色农牧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术
示范推广等项目平台。

全力构建新型农牧业经营体系。突出牦牛、藏
羊两大主导产业，打造“国字号”产业园2个、省级产
业园3个，累计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家，新培育
州级产业化龙头企业6家。扶持3家（涉农企业）合
作社壮大荷兰豆、草莓育苗、黑青稞种植规模，鼓励
7家合作社进行农机装备提档升级。

全力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大力扶持9家
涉农企业、合作社发展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依
托全省高原现代牦牛产业园创建泽库县全国牦牛
全产业链典型县、河南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同
仁市创建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尖扎县当顺乡
香干村、泽库县和日镇吉龙村成功入选第十二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全力构建农产品物流输出体系。协调对接电
商企业，广泛动员经销商等专业化营销人才，利用
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介开展产地直销和直播带货。
建成全州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4 个、乡
（镇）、村级服务站点 181 个，全年线上销售额 2300
万元，同比增长10%。

全力构建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累计落实东
西部协作项目资金1.92亿元，共实施项目50个。与
江苏省南通市的启东市、通州区、海门区开展东西
部协作，建立稳定产销对接关系，采取“订单”农业
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销售额1421万元。

抢抓机遇促发展 助企暖企沐春风

●黄南州新增18项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第六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97项），黄
南州新增18项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其中，传统技艺类9项、传统医药类
3项、民俗类3项、民间文学类1项、传统音乐类
1项、传统美术类1项。至此，黄南州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至42项，进一步充实
优化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夯实黄南州
非遗保护工作基础。（通讯员 黄南宣）

●大型传统藏戏《意卓拉姆》获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公示《国家艺
术基金（一般项目）2023年度资助项目名单》，青
海省藏剧团和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申报的大型
传统藏戏《意卓拉姆》巡演项目名列其中，成为
我省唯一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剧目。（通讯员 黄南宣）

黄南州传统村落特展亮相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泽库县乡村振兴专家人才工作站正式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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