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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春兰）具体化惠民政策，
真正算清“民生账”；精细化宣传思路，切实算好“法
治账”；务实化民生需求，主动算准“经济账”；清晰
化发展规划，提前算明“未来账”……今年以来，海
北州海晏县司法局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
以“一讲两稳三促四保”“百名政法干警法治大宣
讲”等活动为载体，全面开展“我为群众算笔幸福
账”专项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法治需求，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坚强
法治保障。

在惠民政策方面，海晏县不断深化县域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打造以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
龙头、6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为骨干、29个村（社
区）法律援助联络点为补充的法律服务圈，积极拓
展“指尖上”+“屏对屏”服务，在全县范围内推行法
律援助“容缺受理”机制，并围绕民生热点，畅通农
民工、“病残孤老灾”等困难群体法律援助绿色通
道，为受援群众提供上门服务。结合“一号文件”宣
讲、三八妇女节、3·15消费者权益日、4·15国家安全
教育日等重要节点，开展各类普法活动。邀请法律
顾问，对村民普遍关心的劳动保障、婚姻家庭、赡养
继承、人身保护、法律援助等，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的法律问题作出详细解答。组织法律顾问以
录制宣传视频的方式对非法占用牧道、擅自改变用
途、扰乱草原保护秩序、修建建筑物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截至目前，海晏县司
法局各科室及各司法所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100 余
场次，受教育群众4000余人次。

在海晏县城和条件成熟的乡镇打造各项法律
服务集中受理、分头办理，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窗口
化”“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县级和乡（镇）级“一站
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纵向贯通，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聚焦“一城五业 全域生态”总体发展格局，紧盯海
晏县乡村振兴中法治建设的重点难点，指导村（社
区）完善乡规民约、居民公约，从“选优、育强、管好、
用活”入手，抓好“法律明白人”“法律带头人”培育
工程，以共建、共享、共治的思路在各村（社区）分别
培养一支以两委为重点的“带不走”的法治队伍。
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用好用活各类
法治文化阵地，积极开展“法律十二进+”活动，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群众
脑中有“法”、手中有“账”，对未来有盼头、有希望。

我为群众算好四笔幸福账

本报讯（特约记者 尹耀增）着力优
化企业服务、全力开展招商引资、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今年一季度，海北州
海晏县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提升，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5.74亿元，同比增长2.3%。

海晏县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
导+县级领导分组包联+行业部门牵头
负责+工作小组专项推进+联络员入企
调研”工作机制，形成“1+6”协同推进体
系，及时梳理汇总54条惠企助企政策措
施，协调全县金融机构为有融资需求的
小微企业提供融资对接服务，已成功放
贷 326.7 万元，组织专业法律顾问对辖
区内50余家成长型企业开展助企暖企
法治培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同时，将招商作为稳经济的根本保
障，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和布局，围
绕海晏在资源禀赋、空间区位、文旅康
养、要素成本、政策红利等方面的比较

优势，真正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
胜势。一季度，通过开展“上门招商”

“推介会招商”等方式，积极引进娟珊牛
养殖、预制菜加工、房地产建设等项目，
目前包装策划招商项目22项，总投资约
132亿元；完成签约、在谈投资类项目8
项，意向投资额1.4亿元；贸易采购类项
目 3 项，意向采购资金 4000 万元；第 23
届“青洽会”签约的5个项目中，开工建
设4项，到位资金3.07亿元。对接第24
届“青洽会”拟签约项目5项，拟签约资
金4.6亿元。

充分发挥好重大项目的“压舱石”
作用，通过成立工作专班、优化项目工
程建设方案等举措。2023 年全县固定
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87项，总投
资 38.23 亿元。截至目前，全县开工率
86.2%；其中，续建项目复工率100%，新
建项目开工率71.4%。

热闹的寒暄声打破了原本携风而来的丝
丝寒意，透过玻璃门，看到海北州门源县残疾
人日间照料中心里，几个坐着轮椅的人，围着
台球桌开心地笑成一团。“打完这局我们再

‘杀’一盘，反正你也打不过我，嘿嘿！”话音刚
落，几人便“转战”下一场比赛……

这一幕是门源县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每
天的日常缩影。

“在这里生活，不仅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每天丈夫可以外出打工赚钱，我还能和大家
说说笑笑，心情也很好。”残疾人王某某笑着
说。一旁正做着康复的柯某某接着说，“这里
有很多康复锻炼的器材，还有专门的工作人
员照顾我们，特别温馨。”

走进辅助性就业室，眼前桌子上整齐陈
列着一排五颜六色的手工精品，几个人手中
的线随着钩针来回穿梭，制作出美丽的花朵、
串珠的花瓶、漂亮的帽子、包包、拖鞋等精致
的物品。“钩针握住，线拉紧一些，慢慢来……
学会了这些我们下次就可以学做皮带了。”轮
椅上的几人认真做着手中的活儿，说话间一
朵朵艳丽的花儿便在他们的手里逐渐成形。

“11点40分了，大家慢慢下楼，准备吃午
饭。”一楼的小餐厅布置得简单又温馨，一群
人围桌而坐享受着可口的饭菜，幸福充斥着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2022年，门源县积极探索、努力拓宽残疾
人托养服务渠道，成立全州首家残疾人日间
照料服务中心，将浩门镇周边30名持证且有
照护需求的重度肢体和智力、精神残疾人集
中到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主要开展生活照
料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
辅导、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运动功能训
练和指导残疾人正确使用辅助器具为主的照
料服务。

休息室布置了简单的床铺、电视等基本
设施，为残疾人提供日间的休息场所；休闲娱
乐室设有象棋、台球桌、口琴等物品，基本满
足了残疾人娱乐需求；健身康复室设置了按
摩器、跑步机等健身器材，为残疾人的健康需
求提供了保障。

“我们致力于提升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结合各种节日，还会开展多项活动，
为残疾人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门源县
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许秀琴说，“同时，为提
高残疾人士社会就业率，我们借助日间照料
服务中心开展残疾人辅助就业工作，通过举
办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让残疾人找到自
身价值，掌握一技之长。”

今后，门源县将持续秉承“弱有所依，弱有
所乐”理念，加大对残疾人群的关心关爱力度，
以日间照料中心为重点，带动全社会形成助残
爱残的良好氛围，共同推动全县残疾人事业
再上新台阶，让残障人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特约记者 尹耀增 王福梅）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宏祥 王成荣）好消息，海
北州祁连县即将再添一新景区！旅游旺季即将到
来，以“山地运动+山地景观+山地探险”为特色、集
极致观光、休闲度假、登山探秘、旅游接待、游乐体
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山地运动特色旅游区——祁连
县天桥山旅游景区建设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
于6月底全面接待游客。

近年来，祁连县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打造
好阿咪东索、卓尔山景区的基础上，着力开发新的
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旅游打卡地。今年
以来，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原则，积极推动
以独有的山地景观资源为基础，结合市场发展需
求，融入山地运动的旅游项目，实施祁连县天桥山
旅游景区建设项目，该项目一期基础设施建设总
投资将达 8500 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游客服务中
心、生态停车场、魔毯、天空之镜、步游道、智慧系
统等软硬件及配套设施，目前已修建及升级改造
道路15公里，修建木质栈道2.5公里，魔毯建设已
完成基础搭设。

天桥山景区的建成开放，将为祁连县文旅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为广大省内外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和
多样的文旅体验。

据悉，今年以来，祁连县加大文旅对外推介力
度，先后组织全县重点景区、特色文旅企业、导游员
及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后前往甘肃张掖、金昌、武
威，山东滨州，辽宁葫芦岛等地进行“天境祁连”文
旅品牌宣传推介。对文旅祁连、天境祁连、浪祁连
等抖音、微信公众号进行升级改版，创新拍摄以天
境祁连“二十四节气”“冬季祁连舌尖上的美食”等
为内容的特色文旅短视频。为进一步提升“天境祁
连”知名度，积极参与央视财经《对话》联手文旅局
长送福利活动并发布优惠政策，制作发布文旅宣传
片《天境祁连—诗与远方的家园》，“天境祁连”绿色
生态之旅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大美春光在路上”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今年我种了146.7公顷油菜，政府协
调农业部门提供技术指导，还免费给我们
发放有机肥料，预估秋季靠油菜能收入70
多万元，政策好、收成好，日子也越过越好
了。”近日，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塘渠村
种植大户李全祥从地里回来，拍了拍身上
的土笑着说起今年种地的情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近年
来，哈尔盖镇持续依托资源禀赋，放大特
色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油菜种植产业，带
动当地种植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牧民增
产增收。

5 月中旬，正是高原油菜种植的适播
期，哈尔盖镇塘渠村一手抓增减挂钩项目
拆迁不放松，一手抓油菜种植不误时，在
油菜种植田间地头，多台播种机正在忙碌
耕作，播下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哈尔盖镇根据现有产业基础，按照

“支部+专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经
营模式大力发展油菜种植，逐步形成“油
菜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链，在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
也带动村民致富。

“把土地流转给村合作社种油菜，每
年能领取2万元的流转费不说，我还能在
村里的合作社打零工，一年能挣 2 万多
元。”哈尔盖镇贡公麻村村民东日杰本掰
着手指，算起自家一笔笔进账。

根据种植油菜籽收益较好的实际情
况，哈尔盖镇贡公麻村盘活村集体 1487
公顷耕地，村集体种植油菜 320 公顷，本
村村民承包种植油菜 1167 公顷，已初步
形成产销为一体的产业链，村集体经济
构成趋于多样性，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空
间。

“采用‘合作社+脱贫户’模式，带动
村民就业，本村有能力的村民根据市场需

求联合成立‘农耕服务合作社’，通过运输
和播种，2022 年增加个人收益 40 余万
元。”吉太加说，2022 年，贡公麻村合作社
通过种植油菜收入 173.5 万元，加工油菜
籽收入 4 万余元，村集体经济总计收入
1068万元。

目前，哈尔盖镇塘渠村和贡公麻村依
托油菜种植产业，形成以产业促岗位、以
岗位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以增收助推
振兴的良好局面，保障了村民“油瓶子”供
给，“钱袋子”充实。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下一步，
结合塘渠村和贡公麻村的油菜种植产业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哈尔盖镇
将围绕片区融合、联动发展思路，持续强
化土地、技术、人才资源整合，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以点带面，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

（特约记者 丁玉梅 张得存）

近日，“5·19中国旅游日”海北分会场暨同宝山骑行活动在青海湖畔、同宝
山下拉开帷幕。 李潇 摄

祁连即将再增添一新景区

油菜籽铺出振兴致富路

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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