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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种苗迎备好种苗迎““春风春风””
“郭哥，你把扳手给我递一下，我把耙地机连到拖拉机

上……”“好嘞！你把卡口扣结实啊，今年咱们第一次试种
燕麦，这前期工作得做扎实了，人勤地不懒嘛……”

在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希望村的田间地头，一字排开的各
种农具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崔玉安开着拖拉机从这些机器
跟前走过，到耙地机前便倒了过去，将机器连接好后，便开到
田间劳作起来。

“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这让我们对发展特色产业、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更有信心了。”崔玉安说。“说的就是呢，我们敢
放手尝试以前没种过的燕麦，就是因为政策好，有底气，我们
才敢试一试。 ”郭元志接过话茬说。

崔玉安和郭元志是希望村村民，眼看着这些年家乡的牛
羊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柯鲁柯镇“一村一品、一村一特”乡村
振兴模式渐成规模，两人也跃跃欲试，想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干出点儿名堂来。因为前几年一直在开大型农用机械，增长
了不少见识，于是两人便琢磨着在土地上翻个新花样，今年合
租了6.67公顷土地，计划种植燕麦。

燕麦是青海省农牧区栽培的优良饲草之一，具有产量高、
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消化率高的特点，是青海省冬春枯草
季节的主要饲草来源。近年来，随着饲草市场的逐年向好，国
家引导农户应用植物全株的营养，而不是仅仅利用籽实，从而
用优质饲草替代一部分饲料粮，不仅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生
产效率更高，而且还更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到2022年底，柯
鲁柯镇统计的牛、羊、骆驼存栏量为一万头（只）左右，饲草种
植产业在当地前景广阔。

“继续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
稳定稻谷补贴，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每年年初的
一号文件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听了政策宣讲，让我了解
到党中央对农民发展产业的大力支持，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农
村，发展农业的信心。”花土村李海军说。

“我承包了66.67公顷土地，今年打算继续种植小麦。目
前，种子、化肥已经准备好了，等到月底就播种，预计今年的收
成应该不错。”李海军父子俩是种植大户，说话间，两人正忙着
将重耙往卡车上装，春耕时节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除了忙自
家承包的地，还专门为附近村民提供机械化服务。这两天忙
完自家的事，他们就准备前往20公里以外的尕海镇去为其他
农户提供机械化服务。

“林主任，近期还有啥农牧民培训，我还想再去听听，多学些
新知识。”花土村种植户孙武说，“这个培训真是好，学了不少知
识呢！培训课上，老师就如何科学、合理地给农作物施肥、浇水、
用药都做了全面讲解，这些知识我要在今年种麦子的时候试一
试。”此前，镇上举办农牧民培训班，孙武是参训学员之一。

“大力发展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点。”德令哈市柯鲁柯
镇副镇长康军胜说，近年来，柯鲁柯镇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
场需求，聚焦产业发展格局，坚定不移瞄准“主方向”。全镇12
个村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整合利用各方面资源，积极发
展镇域新业态经济，构建“养殖粪便肥田、秸秆加工饲草料、繁
育粮种推广种植”等镇区循环经济体系，提升产业耦合关联
度，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良性循环，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特约记者 韩玮玮）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日前，海
西州2023年305个项目集中开复工仪
式在德令哈市、格尔木市等多地同步
举行，全面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

据悉，海西州此次集中开复工305
个项目，涵盖新能源、盐湖化工、基础
设施、民生改善、生态文明等领域，估
算总投资1403.07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投资231.37亿元。

今年海西州的项目集中开复工活
动，主要围绕加速推进“四地”和“两新
一重”建设的重大要求，分别精选7个
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现场举办开复
工仪式。其中，德令哈市开复工项目
46 项，年度计划投资 48.07 亿元；格尔
木市开复工项目74项，年度计划投资
70.51 亿元；茫崖市开复工项目 56 项，
年度计划投资 47.7 亿元；都兰县开复
工项目34项，年度计划投资9.69亿元；

乌兰县开复工项目35项，年度计划投
资15.2亿元；天峻县开复工项目30项，
年度计划投资 3.24 亿元；大柴旦行委
开复工项目30项，年度计划投资36.95
亿元。

海西州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优化
经济结构的“调节仪”，保障民生需求的

“稳定器”，推动转型崛起的“发动机”，
具有鲜明的聚集效应、带动效应和引领

效应。下一步，海西州将继续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保
护优先，奋力推进产业“四地”和“两新
一重”建设。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再进、
进中更优，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海西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海西州深
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年、投资项目攻
坚年、产业“链长制”推进年、招商引资
提效、城乡环境清洁、生活品质提升

“六大行动”，打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企业发展、稳定经济运行组合拳。

据悉，自全省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工作开展以来，海西州茫崖市聚焦企
业需求，着力帮助企业化解发展难题、
突破发展瓶颈，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进一步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畅
通银企沟通渠道，持续强化各项助企

暖企政策的宣传贯彻落实。
助企纾困促发展 春风行动正当

时。据悉，海西州成立助企暖企春风
行动领导小组，下设 5 个助企纾困行
动专项工作组，分别牵头负责归口领
域助企政策制定、政策解读等相关工
作。坚持精准性和广泛性相结合原
则，认真筛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
业政策的帮扶企业。在此基础上，按
照不低于本级市场主体总数的 5%确
定其他帮扶对象。截至目前，全州已
筛选符合要求的在库企业 1612 家。

优化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压缩审
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推动重点项目
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推行全程
电子化登记，推动企业商事登记事项

“一网通办”，通过“互联网+政务服
务”，实现“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

“最多跑一次”。清理废除违规设定
的其他形式负面清单，坚决维护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
和权威性，确保“一单尽列、单外无
单”，清单以外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
等进入。

海西州全面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

本报讯（通讯员 海西宣）今年以来，格尔木市深入贯彻落
实抢抓机遇促发展和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作安排部署，进
一步强化工作举措，把加快恢复工业经济作为当前首要任务，
全力保障企业员工有序返格返岗，力促企业如期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格尔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6户，复工复产企业65
户，复工复产率达85%以上。

据悉，格尔木市提前摸排规上工业企业春节放假及节后
复工复产情况，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工业经济开局平
稳。及时摸清企业复工复产脉络，细化实化具体化工作任务，
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
以“开局就加速、起步即起势”的精气神快速复工复产，奋力实
现首季“开门红”。全力以赴加强政策对接落地。以省州助企
暖企“春风行动”为契机，强化政策对接、配套和执行，找准国
家、省州政策与企业发展结合点切入点，持续深化“送政策、解
难题、优服务”行动，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

下一步，格尔木市将加大助企暖企力度，完善工作举措，
压实工作责任，以强有力的措施做好企业纾困帮扶工作。着
力稳住重点工业企业，持续科学精准做好工业运行分析研判
调度和要素保障服务，及时解决企业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及问
题，不折不扣落实好各类惠企政策。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紧
盯全年度工业运行指标任务，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围绕
格尔木市盐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优势资源，开展上下游产
品对接工作，进一步提升对接层次、扩大对接范围。积极争取
技术创新、节能环保、工业转型升级等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扶持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春香 罗延
京）“大家快点，‘大篷车’来了！”3月20
日，以“学思悟践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
程”为主题的2023年海西州百姓宣讲大
篷车春季号巡回宣讲开启，大篷车首场
开进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甘南村。

宣讲演出在舞蹈《祝福礼赞新时
代》中拉开帷幕，舒展、强劲、有力的舞
蹈，展现出宣讲员热情向上的精神风
貌；青海“花儿”《为百姓谋了个福》《好
日子不忘党恩》，情景剧《老扎西的幸福

生活》、快板《六大行动干劲大》等节目，
聚焦中央省委一号文件、两会精神等，
用农牧民愿意听、听得懂的老调新词，
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政策蓝图，通俗
易懂的语言、欢快热烈的气氛，赢得村
民不停拍手叫好。在宣讲过程中，州委
讲师团宣讲员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全省、全
州两会精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等进行
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用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与百姓共忆发展成就、

共话文件精神、共谈乡村振兴。在互动
环节，州司法局相关人员开展了法律知
识问答，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互动，现场
氛围高潮迭起，宣讲形式更加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深受群众喜爱。

据悉，百姓宣讲大篷车春季号在
德令哈市启动后，还将在乌兰县、天峻
县、都兰县、格尔木市、大柴旦行委举
办以“理论+文艺”“解读+表演”的形
式开展线上直播，线下展演活动，把党
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

百姓宣讲大篷车春季号首场开进甘南村

助企纾困促发展 春风行动正当时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淑娟）今年以
来，海西州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着
力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加大对企业
稳岗扩岗支持力度，把高质量就业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为实现全州
经济首季“开门红”奠定坚实基础。

紧盯工作目标，发挥政策效应。全
面落实《海西州贯彻落实〈青海省“十四
五”就业促进规划〉实施方案》《海西州

“抢抓机遇促发展”就业提质增效行动
方案》，制定印发《海西州2023年就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6个方面27
项具体工作任务，全力推动产业、企业、
就业、创业“四业”联动，为民生改善和

全州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保障企业用工，稳定就业岗位。建

立“部门动态跟踪排查+企业主动申报”
企业用工需求调查摸排长效机制，全面
掌握新落地及重点企业缺工情况，形成
企业用工需求清单并及时更新。

精准开展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紧盯行业、企业“两大重点”，围绕“四
地”建设，加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
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领域重
点企业技能型人才培训力度。创新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加快企业技
能人才培养。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加强劳务协作，促进转移就业。

按照东西部劳务协作战略部署，通过
多种方式开展劳务协作，帮助全州有
劳动能力且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劳动力
实现跨省转移就业。依托浙江对口支
援海西和东西部劳务协作等帮扶机
制，持续拓宽格尔木、德令哈等五个地
区劳动者省外就业渠道。

聚焦困难群体，搭建供需平台。抢
抓企业复工复产有利时机，组织线上线下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春暖农民工行
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集中帮扶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脱贫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登
记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

五项举措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