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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祁树江）3月23日
上午，海东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复工暨互助
土族自治县第三中学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举行，与全省同步奏响了项目建设的“最
强音”。

当天，海东各县区同步举行 2023 年
重大项目集中开复工仪式，全面拉开了
海东市重大项目建设大干快上的大幕，
彰显了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开
复工、奋力夺取“开门红”的坚定信心和
决心。今年，海东市共计划实施项目
642 项，总投资 1947 亿元，年内计划完成
投资 260 亿元。其中，一季度集中开复
工项目 265 项，总投资 879 亿元，计划完
成投资 36.2 亿元，项目涵盖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多个
领域。这些项目不仅关乎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也是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有效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关键依托，将为青藏高原山水
田园、生态绿色、宜业宜居、创新活力、
城乡统筹的现代化新海东建设奠定坚
实基础，有力支撑海东市在兰西城市群

节点快速崛起。
为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复工复产，今

年，海东市进一步树牢“项目为王”理念，
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奋斗姿
态，推动项目建设大步向前，争取项目早
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全面落实助企暖企各项政策，主动
对接服务，提升办事效率，合力解决难题，
千方百计加强项目要素保障及前期审批
工作，全力支持和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吸
引更多“铸（住）链、补链、延链、强链、优
链”项目落户海东。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富生）近年来，
海东市坚决扛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责
任，着力发挥好改革“关键一招”作用，聚
焦创新突破，重点改革落地见效，创新驱
动持续发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力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持续
注入源头活水。

海东市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累计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93项，承接行政
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97项，政务服务网办
率达 93.6%。各类市场主体达 10.9 万户，
净增 1374 户，营商环境便利度居全省第
二。为516户企业留抵退税13.02亿元，减
免“六税两费”0.37亿元，市场主体信心有
力提振。持续深化综合医改，加快建设市
第一人民医院提档升级配套工程。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入选国家县级

综合医院能力提升“千县工程”，乐都区、
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成功创建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区。

同时制定出台《海东市地下综合管廊
管理条例》《海东市基层社会治理促进条
例》等地方性法规，社会治理工作进入规
范化、法治化轨道。大力推行移风易俗，
创新实施婚俗改革试点，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移风易俗经验入选2022年全国市域社
会治理创新案例。大胆创新项目前期工
作，及时跟进服务保障，创造了项目审批
备案90天的“海东速度”。建成国家级科
技创新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各 1
家。新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
级科技成果 22 项，引进实验新品种 158
项。乐都区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科普示
范区。

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大力传承和弘扬
河湟文化。海东市获批设立省级河湟文
化（海东）生态保护实验区，高水平举办
2022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暨河湟文化艺
术节、黄河（河湟）文化高峰论坛。积极探
索在西宁市兰州市两个省会城市之间错
位发展的方法路径，加强与西宁市、甘肃
省兰州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合作交流，大
力推动海东在兰西城市群中部崛起。全
力实施市内外旅游团体来海东旅游奖励
机制，吸引更多游客到海东休闲度假。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7
班次，总出口货值达2.4亿元，全力推进外
向型经济发展。持续深化与江苏省无锡
市对口合作，2.71亿元113个东西部协作
项目顺利实施，无锡市向海东市助引企业
12家、产业项目12个。

本报讯（通讯员 循化宣）近日，循化
县2023年春季国土绿化暨全民义务植树
活动在波浪滩“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
地拉开序幕。2000余名干群、志愿者、驻
军部队、宗教界人士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助力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此次活动取得实效，该县认真
谋划，精心组织，制定印发《循化县2023年
春季国土绿化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方
案》，对各乡镇、各部门种植区域、种植任
务进行了仔细的安排。县自然资源和林

业草原局抽调30名技术人员分别到各责
任区，蹲点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严把质
量关，对各单位完成情况进行现场验收，
确保整地合格、苗木合格、栽植合格。

植树活动现场，大家热情昂扬，充
满干劲，在家各县级领导率先垂范，同
干部职工一起投入到植树劳动中，扶正
树苗、挥锹铲土、填平压实，每个环节井
然有序、认真细致，现场呈现一派热火
朝天的忙碌景象。经过大家的辛勤栽
种，1.5 万株旱柳、油松、山杏、香花等苗

木在波浪滩“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
地安家落户，昔日荒地披上绿装，呈现
出一片勃勃生机，为初春增添一抹新
绿。后期，各乡镇将结合实际，在森林
违法整改恢复地块、乡村周边荒山荒坡
等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县城管局、交
通局、自然资源和林草局结合行业职
责，对主城区公共绿地、新建道路两侧、
矿区生态治理修复区等地进行绿化，计
划完成春季义务植树 40 万株，新造林
300 亩，抚育管理 5000 亩。

本报讯（通讯员 互助宣）为进一步深化海东·无
锡两地劳务协作，拓展技能领域合作，近日，互助家
政集团受邀前往江苏省无锡市参加海东文旅专场推
介会活动，借着活动机会推广互助家政品牌。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全局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自1996年正式启动东
西部协作以来，各相关省（区、市）按照党中央要求
扎实做好协作帮扶工作，实施了一大批帮扶项目
和民生工程，互派了一大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挂职交流，有力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脱贫摘帽、接
续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和制度优势。

一年多来，海东市委市政府和无锡市委市政
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新阶段东
西部协作工作。此次互助家政作为海东市互助
县委县政府全力打造的“五张名片”之一亮相海
东·无锡专场活动是两地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果的
重要展示 。

互助家政借此机会在无锡亮相，下一步将在
无锡市场探索合作模式，寻求合作机会，为无锡市
民提供家政相关的服务，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劳务
协作。

缕缕醋香，沁人心脾，循着一股醋香味，记者走
进的天驼酿造实业有限公司，距离厂房不远的一块
空地上一口口颇有年代感的大缸整齐排列，里面装
满生产的醋。只见醋厂的车间内，颗粒整齐、饱满
的青稞和新鲜麦麸分池发酵，在工人的不断翻搅下
散发出谷物发酵后特有的清香。

坐落于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桥头村
的天驼酿造实业有限公司，历经三代人的传承，在
66年的漫长积淀中，发展为化隆县远近闻名的手工
酿醋企业。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天驼成为当
地知名品牌。

“手工醋酿造工艺程序复杂，耗时耗力，优良的
酿醋原料要经过制曲、蒸煮、搅拌、发酵、淋醋、陈
醋、包装七道工序，大约45天才能变成色泽棕红、酸
香味醇的天驼醋。”天驼醋厂负责人韩光辉介绍，面
对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谷物酿造食醋技艺
不仅要传承，还要创新和探索，于是在不断地研发
与尝试下，醋厂先后推出花椒醋、当归醋等符合大
众需求与口味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我从小在醋厂里长大，对醋的酿造有一种特
殊的情怀。现在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了醋厂，在原有
的基础上，对醋的品种进行创新，不断开拓对外销
路，在省内外广受消费者的好评，公司纯酿食醋年
产量达两千吨，年销售额达到1800多万元。”韩光
辉说，近几年来，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主
动吸纳周边群众近20人，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同
时，大量收购周边地区的青稞、粮食、麦麸等，增加
老百姓的收入。

产业兴则乡村兴，天驼醋厂发展态势持续向
好，作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了
福音，也为桥头村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桥头村村民韩海梅一直在醋厂打工，她告诉记
者：“我来到天驼醋厂上班，至今已经7年多了，每个
月的工资是4500多，收入很稳定。因为家离厂比较
近，我不用外出打工，既能照顾上老人和小孩，而且
还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随着青海拉面经济的不断发展，天驼公司扩大
物流配送比重，产品销往海东市周边地区及西宁、
兰州、宁夏、西安、苏州、云南、广州等全国各地的拉
面馆，“天驼”品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2020年“天
驼牌”系列产品在青海省第五届农展会上荣获“金
奖”。2021年11月“天驼牌酿造系列产品”被青海
省商务厅认定为“青海老字号”。

（来源 中国农网）

三月河湟，春潮涌动。一条条水泥路
蜿蜒向前、一栋栋安置小区错落有致、一
张张幸福笑脸灿烂绽放，一个个美丽乡村
如同一粒粒种子，萌生新的希望。

撤县建区十年来，乐都全区农业总产值
达17.02亿元，较2012年增长15.46亿元，农
业农村成果丰硕，如期实现了141个贫困村
全部脱贫出列，8798户29663名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实施产业发展项目55项，建成扶贫
产业园4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11个，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回顾十年，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9.21%，建档立卡贫困户医保报销比例达
90%，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慢性病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率达 100%，全区上学难、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得到切实解决。同时，持

续跟踪监测薄弱地区、重点群体饮水状
况，安全饮水巩固率达100%。

一组组数据令人振奋，脱贫攻坚交出
“亮眼”成绩单。成绩的背后，是乐都十年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不懈努力。十年
来，乐都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踔厉奋
发、锐意进取，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乐都先后荣膺“青海省2019年
度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2020年易地
扶贫搬迁成效显著县”，七里店安置区获
评“全国美丽搬迁安置区”……

如今，阔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上，一幅环境美、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在次第展开。

近年来，乐都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合
理的原则，持续推进16个乡镇（街道）254

个行政村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投资
3518.7万元实施260座公厕和5101座户厕
改造任务，扎实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让乡村“面子”更有颜值。

走进芦花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梦
圆居青绣帮扶车间，几十位绣娘们正在赶
制新订单，偶尔传出笑声，一派热闹的繁
忙景象，她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家
门口实现了增收。

“自从搬迁下来后，我们不出村就能
打工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孩子，实在是帮
了我的大忙了。”李大姐一边忙着手头的
活，一边赞不绝口。像这些“小车间”发挥
着乡村振兴“大作用”，让搬迁群众的钱袋
子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

（来源 《青海日报》）

与全省同步！海东重大项目集中开复工

海东以改革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

互助家政名片

亮相江苏无锡

田畴沃野织锦绣 乡村振兴谱新篇

40万株苗木将为循化增添一抹新绿

化隆传统手工醋

“酿”出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