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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蜿蜒的村道干净整洁，一幢幢
农家庭院错落有致……走进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林川乡昝扎村，一幅新农村画
卷徐徐展开。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保障。
近年来，昝扎村坚持以乡风文明之“魂”，
引领乡村振兴之“路”，大力弘扬时代新
风，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奋力谱
写乡风文明新篇章。

沿着昝扎村村道走进五星级文明户
刘成魁家，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院
子，气派的二层小洋楼。“作为五星级文明
户，要爱党爱国，遵纪守法，积极倡导新的
文明生活方式，搞好庭院卫生，守护碧水
蓝天。”刘成魁说。

共建乡风文明，离不开每一个村民
的参与。昝扎村将环境整治工作纳入村
规民约，明确规定辖区所有农户清洁庭

院卫生和门前环境卫生。同时，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先锋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常
态化清理村道沿线环境卫生及沟渠等卫
生死角，引导群众树立共建文明和谐美
丽环境的主人翁意识，切实提升乡风文
明“外在美”。

围绕文明村镇创建目标，昝扎村充分
利用春节、“三八”妇女节等节点，积极开
展村民喜闻乐见、各具特色的文明实践活
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自从我们村上制
定了村规民约，村上的风气就变得很正
了，身边也有很多好婆婆、好媳妇，还有致
富能手。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环境里，
我们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也很高。”村民鄂
寿邦说。

如今的昝扎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更加浓
厚，不断焕发出乡村文明幸福新气象，奏

响了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幸福曲”。
创建文明村镇不是为了一块牌子，而

是将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村民，让村民生
活得更舒心、更安宁、更幸福。近年来，林
川乡围绕“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十大攻
坚行动”，主动领任务、扛责任、抓指标，继
续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明创建示范典型
和特色品牌。目前，成功申报了昝扎村

“省级文明示范村”，并以昝扎村为基点，
在全乡全面推进文明村创建工作，不断改
善村容村貌。“今后，我们村将以省级文明
村为契机，把村民的道德建设当作一项大
事来抓，抓制度，强化外在的约束，制定符
合村情实际的村规民约，积极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
要。”林川乡昝扎村党支部书记毛彩文
说。

（特约记者 陶成录 通讯员 拜永基）

本报讯（特约记者 胡生敏）数据显
示，1 月至 5 月，海东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4156户，其中新登记个体工商户3035户，
占新登记市场主体的 73.03%，较 2022 年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增长 10.89%。截至 5
月底，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 77340 户，占
市场主体总量的 70.13%，带动就业 10 万
余人。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工商户恢复
发展态势良好。

从全市个体工商户行业分布来看，第
一产业7652户、第二产业4818户、第三产
业63889户，相较于2022年同期一、二、三
产业分布的6955户、4557户、58216户，同
比增长10.02%、5.73%、9.74%。可以看出，
全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呈现强
劲势头，农林牧业和服务业发展较为迅
速，一大批家庭牧场和家庭农场蓬勃发
展。第一产业中，以个体饲养和种植业居
多，其中饲养业占到第一产业增量的
70%。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也较为迅
速，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较为缓慢。
个体工商户因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

弱、市场竞争力不强，特别是在经济下行
压力和疫情冲击下，生存发展仍面临诸多
困难。基于此，全市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在社保、税费等方面积极研究支持
政策，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个体工商户提
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海东市建立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
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并确定7个方面、25个子项的年度
重点工作任务，汇集形成了一揽子政策措
施汇编，形成了多部门政策汇集、工作同
步的格局。建立“证照分离”改革领导小
组，26个市级组成部门按“四扇门”（直接
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准入服务）改革要求优化行政审批事
项，市、县区两级消除审批11项，审批改
为备案7项，实行告知承诺14项，优化审
批服务67项。

为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研究制定
《海东市推动市场主体发展11条措施》和

《海东市助企纾困和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12 条措施》，从提供便捷审批流程、优化
行政监管措施、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维护
市场秩序稳定等入手，着力放宽准入门
槛、支持“个转企”等，为个体工商户提供
全生命周期帮扶服务。同时，加强“小个
专”党支部建设，探索建立产业链供应链
党建联盟，选树各具特色的党建典型做法
和人物，助力“小个专”抱团发展。

在优化服务方面，海东市市场监管部
门牵头开展“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市
级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各项纾困政策落
地落实。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化水平，将企
业登记注册时间压缩至1.5个工作日内。
全面落实“一照多址”，实施一张营业执
照、多个经营地址、多点开展经营。推进
住所信息部门共享，实施市场主体登记房
屋产权信息、不动产权证书编号等信息数
据在线比对核验，免于提交证明材料。推
广网办通办模式，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为
抓手，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网上办件率达
98%。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乐都法院结合全省
法院开展的“质效双优”竞赛活动和持续开展涉
金融暨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把涉金融案件审
执结工作置于全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大局
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公正高效审理金融案件，
积极服务金融发展。今年以来，涉金融案件调解
率为83.9%，其中5月份审结了43件，5月29日、30
日调解了 17 件，当庭履行 3 件，履行金额 8.7 万
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海东市行政、金融中心的
进一步建立，大批金融机构将市级办公机构迁至
乐都区，部分新型银行业移驻，乐都法院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出现增量迅速趋势。对此，该院
邀请中国银行海东乐都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乐都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乐都支行等八家银行召开座
谈会，广泛征求金融机构对我院审理金融案件审
判执行工作上的意见、建议，通过座谈会，强化了
法院与金融诉讼主体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了金
融审判职能作用，与银行业携手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共同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全力
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乐都法院高度重视新收涉金融执行案件执
结率，在开展为期2天的涉金融暨涉民生案件专
项执行行动中，执结案件 23 件，执行到位金额
293.84万元，对前期执行中以物抵债给海东农商
银行的价值5628万元的不动产完成交付。对于
涉金融债务的被执行人，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并
加强与金融、国土、房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的联动合作，争取多方力量协助法院执行，同时
让失信被执行人在办理贷款、企业登记、信用评
级、车辆房屋买卖等方面受到限制，使“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成为惩戒新常态。

下一步，乐都法院将聚焦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着力提升金融审判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对
金融司法的辐射作用和引领能力，促进金融法
治环境持续优化。同时，加大金融案件执行力
度，有效采取限制高消费、边控、司法拘留等强
制措施，打击老赖的嚣张气焰，切实为金融案件
的处理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更好地为区域
营商环境保驾护航，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和服
务。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近日，海东市互助县公
安局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对
某保安公司进行处罚，这是2022年5月1日修订
版《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互助县公安机
关适用该法规办理的首起针对保安公司的行政
处罚案件。

记者了解到，2023 年 5 月，互助县公安局台
子派出所配合刑警大队成功破获一起盗窃工
地钢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追回失窃钢
筋 6 吨，追缴赃款 30000 余元。在案件侦查中发
现，加西公路某项目部钢筋棚保安人员魏某
某、祁某某二人参与了盗窃，魏某某、祁某某受
雇于青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平时
疏于对保安员教育培训和日常监管，导致发生
保安员参与盗窃犯罪，且未按照《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规定对聘用的保安人员身份信息在公
安机关备案。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互助县公安局
对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整改，并
处罚款 20000 元。下一步，互助县公安局将加
大对全县保安行业安全整治，常态化对行业场
所、在建工程工地开展安全检查，全面督促经
营者、项目负责人加强对保安人员的教育培训
和日常监管，坚决杜绝保安人员发生监守自盗
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净化保安服务市场环
境。

乡风文明为百姓幸福生活“加码”

前五月，海东新增3035户个体户

本报讯（通讯员 民和宣）6 月 10 日是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文旅部门在该县市民健身广场开
展非遗、文物宣传展示活动，通过花儿、秦
腔、土族道拉专场展演和非遗产品展示推
介活动，向广大群众展示了民和县丰富多
彩的非遗项目和非遗保护成果，加深了民
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了解，宣扬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丰富了民众精神
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各族群众文化认
同、文化自信。

目前，民和全县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代表性项目2项、省级代表性项目19项、
市级代表性项目96项、县级代表性项目63
项。出版《七里寺花儿集》等一批民和县
非遗系列丛书，对土族纳顿节、七里寺花
儿会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演唱资料、花儿曲令完成了数字化录制，
实现了计算机共享查阅；对《土族婚礼歌》

《禹王的传说》2项省级非遗项目完成抢救
性记忆。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好文化根脉，民和
县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
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传承发展河湟文

化的主阵地，建成了一支由2名国家级、24
名省级、24名市级、531名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组成的传承队伍，
发展壮大青绣产业工坊、协会、公司等 29
家。先后出版了《人神狂欢——黄河上游
民间傩》《土族纳顿》《七里寺花儿集》《土
族婚礼歌》等一批非遗丛书，其中《人神狂
欢——黄河上游民间傩》获得国家级最高
奖“山花奖”。同时大力开展非遗展演、非
遗进校园、非遗产品展销等活动，各类民
间艺术团体年均演出600余场次，既留住
了“老传统”，又推出了“新精品”，持续推
动非遗“活”起来，不断提升非遗影响力，
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复兴。

在当天的演出现场，来自民和县以及
省内的 10 多名优秀花儿歌手，以花儿独
唱、花儿齐唱、花儿联唱等形式，礼赞新时
代，歌唱新生活共同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
场精彩的视听盛宴。土族非遗传承人带
来的独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库咕
笳”“庄稼其”等古色古香的民族文化瑰
宝，让观众在一方小舞台上感受到了文化
历史的脉搏。

民和县文化馆馆长赵成海介绍，此次
非遗展演购物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形
式，增加网络直播，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非
遗保护与讨论，让更多人了解到民和非遗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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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公安开出

首张违反保安监管罚单

乐都区：

全力以赴维护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