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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海西经济“稳”字当头，
“稳”的背后离不开众多积极因素，其中
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便是助企暖
企春风行动的扎实推进。

及时兑现助企纾困专项资金、建立入企
联络员帮扶档案、开展一对一协调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困难，面对面解决项目建设推进中
的问题……自全省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动
以来，海西州坚持把助企暖企春风行动作为
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全力推进助企暖企
春风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首季“开门红”目标。

一季度，海西州12项主要经济指标
全部实现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3%，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8.3%，投
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高
速增长，延续了去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态势，实现了良好开局。

“成绩单”的背后，是助企暖企政策
的精准发力。

今年，海西州各地区各部门在助企
暖企春风行动中，制定一个个方案，深入
一家家企业，问计问需、纾困解难，努力
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助企暖企政策
的宣传员、困难问题的调研员、企业发展
的服务员，激励企业家提振信心、抢抓机

遇、斗志昂扬谋发展。
格尔木市工商科信局紧盯制约企业

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及时收集
梳理企业诉求，精准施策入企服务，制定

《市工商科信局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工作
方案》等8个方案，配合格尔木市发改委
梳理确定重点帮扶企业100余家，确定1
名县级领导包联2个重点企业及16名副
科级以上领导“一对一”人企对接名单，
人企对接率100%。

格尔木市工商科信局充分利用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模式，指导企业落
实落细、用足用活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
方面的助企暖企政策。设立“助企暖企
春风行动”管理员服务热线，按照“一人
一档”模式，建立入企联络员帮扶档案，
做好入企情况登记，有效提高服务质
量。及时兑现助企纾困专项资金3200万
元，为企业注入资金“活力”。实施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助推企业提档升级，
组织藏格锂业等14家中小企业申报青海
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为实施专精
特新培育工程增强后劲。

格尔木市农牧和乡村振兴局及时成
立工作专班，层层压实责任，结合“一讲
两稳三促”下基层服务“三农”活动，各助
企联络员对联点企业进行调研，详细了

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情
况，主动帮助企业答疑解惑，解决企业发
展痛点堵点难点，搭建好政企之间的连
心桥。同时，梳理涉农企业（合作社）20
家，分配至各个联络员“包干联点”，进行
业务指导，帮助农牧业企业吃透政策精
神，确保农牧企业“不掉队”。

格尔木市工商科信局、格尔木市农
牧和乡村振兴局的一系列助企暖企政策
只是该州积极完善企业发展政策环境、
切实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助力企业

“回血”、恢复行业“元气”的一个缩影。
海西州一系列实招硬招精准发力，

成为助力企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所
有的答案也都汇聚在一句话中——“让
企业少一些压力，多几分底气”。

格尔木亿林枸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韩锋林说：“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措施实，力度大。今年公司预计有机
枸杞出口额200万美元，相信在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企业会继续向好发展，
为全州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经济要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靠政
策，长期靠环境。如今，在助企暖企政策
暖流的不断涌动下，一幅经济社会欣欣
向荣的画卷正在柴达木大地徐徐展开。

（特约记者 李淑娟 通讯员 夏静）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郁 通讯员 冯
伟）海西州格尔木市紧紧围绕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多措并举推进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升农业种植科技含量，大
力发展智慧农业。

对于格尔木市群众来说，这几年感
受最真切的，就是“菜篮子”和“果篮子”
的变化。从无到有，从零星种植到规模
化、特色化发展，格尔木蔬果种植不仅丰
富了市民的日常所需，也为种植户铺就
了一条致富路。

近日，记者在格尔木绿科苑农业高
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大棚”看到，40
座“智慧大棚”拔地而起，园区道路干净
整洁，温室大棚整齐划一，高原西瓜、小
乳瓜、人参果、西葫芦等果蔬长势良好。
大棚内，公司员工正在整理瓜蔓。

2020年5月，该公司引进“智慧大棚”
项目。项目占地面积37亩。根据生产需
要有方向地进行数字化改造，“智慧大棚”
项目实现了作物生长环境的改善，进而使
农产品达到高产、优质、绿色无公害等高

标准目标。据统计，在温度、湿度、光照强
度及二氧化碳含量可控的温室内，一季番
茄、黄瓜等增产30％以上，其他各类农作
物在该环境下的产量也大量增加；由于精
准采集各类数据，减少了肥料、人力、水电
资源的需求，大大节省了成本，“智慧大
棚”项目实施后比前期节水 40％、节肥
35％、节药50％、节人工40％。

眼下，大棚内种植的西葫芦、辣椒、
黄瓜、人参果等果蔬品种丰富，智能水肥
一体化系统和自动控温设备实时定量

“精确”把关，为果蔬成熟提供合适环
境。工厂化育苗项目的应用，新优品种
的引进推广，充分发挥了高科技园的科
技示范带动作用，相比普通大棚，“智慧
大棚”内生长的辣椒、“迷你”黄瓜、人参
果口感更好，价格亲民。“‘智慧大棚’果
蔬产量明显提高，去年仅这些瓜果蔬菜
年生产供应量就超过1.8万吨，占全市蔬
菜生产量的80％以上。”公司技术员袁艳
梅自豪地说。

近年来，格尔木市不断加大对现代
农业、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的投入，大力
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通过建设“智慧
大棚”、实施工厂化育苗等项目，利用技
术和人才优势，培育生态农业、绿色发展
的高标准示范田，引领全市农业健康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沿着弯曲的乡间道路，走在峰峦叠嶂的大山之中，
远远地望见身着“生态绿”马甲的大叔正在草原上收
捡、清运垃圾，他是都兰县热水乡扎玛日村村民沙日
白，草原上的“生态守护者”。

“你好，你好！”沙日白跟我们握手打招呼，他粗糙
长满茧子的双手，就是他不辞辛苦、不怕劳累、尽职尽
责努力工作的见证。沙日白已经做了6年生态管护员，
在谈到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时，他脸上充满了喜悦之
情。“2016年国家正在实施脱贫攻坚战略，我作为我们
村的贫困户，乡上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岗位，让我实现
了脱贫，有今天的生活，我真心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
们的政府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怀。”

在与他谈及自身工作意义时，他的话语铿锵有力：
“担任生态管护员以来，我有了使命感、归属感，虽然只
是参与森林草原的巡护，打扫、清除垃圾，但是我深感
自豪，我要用实际行动为守住绿水青山贡献微薄之
力。”6年来，他开展巡护工作，用脚丈量辖区的每一寸
草山，践行着一名生态守护者的职责与使命，以实际行
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典型是最好的教科书，榜样是最鲜活的风向标。
“在沙日白的影响下，村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卫生自
觉性也有所提升，加上最近开展的城乡环境清洁行动，
大家主动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发
现不文明的行为立即扫描二维码进行投诉举报，大家
的文明意识都有所提高了。”扎玛日村村民周太本说。

“沙日白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诠释着平凡工作
中的不平凡，他是新时代的生态守护者，他始终坚持工
作在第一线、奋战在第一线、劳动在第一线，把身心投
入到所热爱的生态环保事业上，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
样。”扎玛日村党员赞秀加说。

近年来，都兰县热水乡坚持以“党建红”底色绘好
“生态绿”图景，认真落实生态立省战略，扎实推进美丽
宜居乡村建设。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不断提
升群众生活质量，让乡村变得更加整洁、美丽、宜居，真
正用实际行动守住青山绿水，留住蓝天白云。

（特约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董高洋）

正值初夏时节，茫崖阿拉尔草原上
泛着新绿，在莫合尔布鲁克村牧民陶德
家的草场上，黑颈鹤一家又如约而至。

2022 年，得知牧民陶德家的草场上
经常有一对黑颈鹤出现的消息后，记者
马上找到了陶德。陶德介绍，当时这对
黑颈鹤已经有两只小鹤宝宝，就在离他
家蒙古包不远的地方栖息，记者随后拍
摄到了黑颈鹤一家在牧民陶德家草场上
散步的画面。

随着阿拉尔草原上的冰冻渐渐消
融，大片的沼泽十分适合黑颈鹤栖息，今
年这对黑颈鹤带着两只小鹤又来到这片
湿地。陶德告诉记者，这对黑颈鹤在四
年前来到他家的夏季草场，之后每年他
从春季草场搬过来后就会看到这对黑颈
鹤。这几天他发现这对黑颈鹤又产下了
两枚卵，估计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又
会增添两名新成员。

几年的相处使陶德每到夏季来临前

就会不由得等待着它们，直到看到它们
一家一个不少地出现在草场上，陶德就
像看到自己家人回家一样高兴。黑颈鹤
是一夫一妻制，只要他们产生爱情就会
一生相守。小鹤一般会跟随父母两年左
右，等到它找到自己的终生伴侣后才会
离开父母组建新的家庭。

今年的阿拉尔草原水草更加丰茂，
这也给黑颈鹤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据在附近供水泵站工作的余大叔说，这
几年在附近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种类明
显增多了。

据了解，黑颈鹤属于夏候鸟，每当春
季来临它们就会陆续向北方迁徙，直到深
秋才会带着他们的小鹤宝宝一起去南方
过冬。黑颈鹤一般在夏秋两季生活在我
国北方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湖泊、沼
泽地及河滩地带，主要以植物的叶、根茎
和水藻为食，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衍在
高原的鹤，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特约记者 田格斯 通讯员 朱海龙）

本报讯（特约记者 浩尔娃 通讯员 石磊）乌兰县坚
持把主题党日活动作为抓实组织生活的有效载体，以
组织部门每月化身“出题人”、各基层党组织化身“调色
师”，描绘主题党日“斑斓画卷”，着力增强主题党日活
动吸引力，确保主题党日活动原色更浓厚、亮色更突
出、底色更持久。

巧用理论学习“原色”主题党日入脑入心。“学习党
章让我们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心灵也受到了一次洗
礼”，在柯柯镇北柯柯村村委会，20多名党员聚集在会
议室，读党章、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村党支部书记多
可才仁说：“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为大家提供了学习平
台，组织部为我们寄送了最新版党章和书籍，为我们学
习党的理论和传达上级有关精神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每月主题党日推荐学习内容的安排上，抓好必
学内容，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主题学习，筑牢信
仰之魂；同时按需施教，丰富选学内容，增设“全国优秀
组织工作干部”朱治国等专题学习，强化党性锤炼，通
过集中领学、个人自学、专题研学等“六学合一”方式，
真正让学习内容入脑入心。

巧用方式方法“亮色”主题党日走实走深。“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近日，乌兰县纪
委监委组织机关党员赴青海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40余名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
党誓词。一场互动式的主题活动拉开帷幕，一颗颗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的“种子”在党员心中萌芽。

机关党组织将“联盟共建”“点亮微心愿”等特色活
动融入主题党日，让党日活动有“形”更有“料”。灵活
运用实景体验式教学模式，组织党员“打卡”，重温红色
记忆、共话精神传承。各乡镇党组织创新“三会一课”
方式，以“主题党日+”书记讲堂、田间课堂、乡音党课等
为抓手，用好群众熟悉的方言、土语，将理论观点转化
为百姓话语，让党员群众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

巧用身入心至“底色”主题党日“见行见效”。引导
各级基层党组织将主题党日阵地搬到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和生产一线。完善在职党员“双报到”、农村党员

“微格联户”、流动党员“归巢管理”等机制，深入开展各
类志愿服务，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经济运行“稳”背后 助企暖企显实效

格尔木格尔木：：““智慧大棚智慧大棚””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黑颈鹤一家如约回到阿拉尔草原黑颈鹤一家如约回到阿拉尔草原

草原上的“生态守护者”

乌兰：

巧用“三色”勾勒主题党日“斑斓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