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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近日，大通县极
乐乡下和衷村种植的蒜苗迎来丰收季，300
亩“红头”蒜苗陆续采挖上市，田间地头蒜
农们正在忙着采挖、捆绑、称重、拉运，现场
一派繁忙景象。小蒜苗打响农民增收“金
蒜盘”，铺就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康庄大
道。

极乐乡下和衷村土壤肥沃，水源充足，
种植的“红头”蒜苗叶茎饱满翠绿，蒜香浓
郁，品质较好，深受消费市场青睐，每年都能
给农户带来稳定的收入。在谈到今年的收
成时，正在地里采挖蒜苗的李万世说：“今年
我们流转本村土地引进示范种植新品种蒜

苗，1 亩地能采挖 8000 斤左右，每亩将近收
入2万元左右。”

据了解，为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
手段，今年年初，极乐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
下和衷村蒜苗种植户，由分管农业副乡长带
队，带领下和衷村党支部书记及蒜苗种植户
前往甘肃省临洮县四方蔬菜专业合作社考
察蒜苗种植情况，并结合农业日常工作，扶
持壮大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经营主体，积极调
整蒜苗种植结构，扩大种植规模，同时积极
同县蔬菜站对接，就蒜苗长势、病虫害防治
方面进行了技术指导。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全省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示范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通过打造蒜苗品牌、技术帮扶等措施，
做大做强极乐乡‘蒜苗经济’，进一步增强品
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全面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使这一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持
续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极乐乡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小蕊）正值毕业季，为更
好地帮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创业，城北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抢抓高校毕业
季这一关键节点，紧盯城北区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相关工作，贯通“用好用活政策”
到“用心用情服务”工作流程，为充分发挥
高校毕业生技术特长、促进高校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提供坚强保障。

城北区人社局积极开展招聘活动，
为高校毕业生和用工单位搭建沟通交流
平台，联合西宁招聘网举办“职引未来
—2023 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西宁市城
北区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活动”等
线上线下招聘会共 15 场，切实为高校毕
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同时，积极落实

“稳就业”帮扶政策，帮助重点群体稳就
业、促增收。鼓励高校毕业生灵活就
业，同时聚焦中小企业吸纳主渠道，鼓
励企业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对 23
名实现灵活就业的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发放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20.27 万元；
为 26 家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审核发
放企业社保补贴和一次性奖励 82.39 万
元，惠及 117 人。不断加大见习基地扶
持力度，支持企业多渠道开发见习岗
位，促进高校毕业生见习工作开展。辖
区共有 18 家见习基地，开发大学生就业
见习岗位 121 个，拨付见习补贴 6 人，金
额 3.7 万元。

此外，通过开展技能（创业）培训进
校园、“双创筑梦行动”等，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学习创业知识、增长创业才干、
提高创业成功概率的机会，用“真金白
银”兑现政策红利。加快完善城北区大
学生孵化基地、农民创业城服务功能，
提升入孵企业整体素质，现已孵化毕业
企业 8 家，并为 19 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为法人的企业累计减免房租
132.23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国家食用豆
产业技术体系、中国作物学会食用豆专业
委员会专家团莅临湟中区田家寨镇鲜食蚕
豆试验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结果显
示，新品种青蚕 27 号鲜食豆荚亩产达到
2440.2公斤，跃居目前青海省的产量榜首；
根据当前市场价格计算，种植户实时销售
收入可达 4000 元/亩以上，为畜牧业提供

优质蛋白饲草青秸秆2740.6公斤/亩。
据了解，按照“一村一品”的区域化布

局，今年湟中区通过整合资金和物资，重点
在7个乡镇建立鲜食蚕豆示范田1000亩，
现已从川水地区开始陆续上市，产品主要
销往甘肃、上海等省外市场和西宁本地市
场，深受客商青睐。

下一步，湟中区将认真总结经验，继

续在田家寨镇开展“蚕豆+蔬菜”复种试
验，提炼和优化鲜食蚕豆高产栽培模式，
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效益，为低位水地的农
业生产探索一条新的增收渠道。同时，积
极争取项目资金，因地制宜扩大种植示范
规模，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出新贡献，
为唱响“湟中蚕豆”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品牌奠定坚实的基础。

“马路宽约四五十米，双向有8个车道，
但是斑马线两侧却没有人行过街红绿灯，行
人过马路安全隐患大，建议加装人行过街红
绿灯或过街天桥。”日前，晚报记者接到市民
反映后，前往城东区互助路沿线进行走访。

市民反映：

市民张先生在电话中对记者说，随着

海亮大都汇及周边小区居民人数不断增
多，行人过马路的需求大幅增加，海亮大都
汇东南门前的互助路马路较宽，目前此处
只有斑马线，过马路的人需要自己看车流，
车流速度很快，经常看到小孩穿来穿去，很
危险。且海亮大都汇小区附近的毛纺小区
西院、毛纺小区东院还居住着许多年迈、腿
脚不便的老人，过马路动作较慢。为保障

行人过街安全，希望加装人行过街红绿灯
或过街天桥。

记者调查：

8月7日15时20分许，记者来到位于城
东区互助路的海亮大都汇小区东南门前路
段。记者观察到，该路段车流量较大，来往
车辆速度较快，且经常有大车出没。没有人
行过街红绿灯指引，人流与车流交织不断。
个别司机通过斑马线时并未减速，一些行人
手提购物袋匆匆跑过。

“有的车开得太快了，通过斑马线时会
刹不住车，很危险，家里人也在这里发生过
事故。”刘女士向记者说道。

记者注意到，该路段双向共8个车道，从
韵家口高速出口到毛纺小区东院路段共有
五处斑马线供行人过马路，仅在高速出口处
设置有一个人行过街红绿灯，其余几处斑马
线均无人行过街红绿灯或减速带。由于马
路较宽，行人无法一口气过完马路，只能先
从路边走到马路中间，等候一段时间后，才
能继续走到马路对面。

市民张先生说：“毛纺小区西院是个老
小区，老年人居多，过马路本就不方便，希望
可以在此处设置一个人行过街红绿灯或者
减速带，这样我们过马路时也会安全一些。”
在现场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周边不少居民的
想法都和张先生相似，期待能在此处加装人
行红绿灯或过街天桥，早日解决过马路难
题。

（实习记者 李静）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年来，湟源县
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为出发
点，创新办赛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培育
形成湟源多项自主品牌赛事，进一步推
动全县体育工作和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
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体育健
身需求。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全面发展，使体育成为现代美丽幸福新湟
源建设的重要力量。8 月 8 日上午，在全
国第十五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湟源
县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湟源体育场盛
大开幕。

开幕式上，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运动员
进行曲，全县各机关单位干部群众组成的
40支方队2000余人参加了运动会开幕式，
国旗护卫队、鼓号队、裁判员代表队及运
动员方队迈着自信、矫健的步伐依次入
场。随后，精彩纷呈的非遗排灯表演、热
情欢快的民族联舞、活力四射的拉丁街舞
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大
餐”。

此次运动会开幕式展现了全县干部
群众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团队意识，传递
了全民健身的健康理念和顽强拼搏的奋
斗精神，提高了干群团结一致攻坚克难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了群众的文化
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运动会为期3天，
共设置青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老年
组、团体项目 5 个组别，设有径赛 10 项、
田赛 9 项、集体 6 项。不仅有立定跳远、
前掷实心球等竞赛项目，还有袋鼠跳、快
乐大脚、翻山越岭、摸石过河、托球跑、毛
毛虫竞速等趣味运动项目，竞技体育和
趣味运动相融合，活跃了全民文化生活，
使全民动起来，心随身动，运动更“悦”
动。

湟源县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小蒜苗打响农民增收“金蒜盘”

市民建议：在这个路段加装人行过街红绿灯

湟中区：新品种鲜食蚕豆产量居全省榜首

城北区多措并举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今年以来，城西
区强化基础服务保障，优化延伸服务功能，
推动创新创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
展。

城西区绿色产业孵化服务中心立足
职能职责，积极为在孵企业落实各种减
免、补贴政策，目前，已为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放政策补贴及房租减免 111.69 万
元，为 2 家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申请免
息贷款 60 万元，为 1 家企业申请“甘霖工
程”贷款 214 万元，切实减轻小微企业融
资负担。

同时，联合各镇（街道）众创空间，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讲

座、创业沙龙等各类促创活动 33 场，累
计参与企业 596 家 1023 人次，开展“点对
点”项目对接会、政策宣讲会等增值服务
11 场，惠及企业 304 家 402 人次。依托城
西区优势资源打造预约制“一对一”服务
工作室，提供专业指导服务、“一站式”咨
询服务，“一揽子”优惠政策服务，为企业

“足不出园”提供多方面、全方位服务。
大力营造城西区创业创新氛围，激发

“双创”活力，推荐 10 家企业参加第九
届“中国民生银行杯”青海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根据“沃上西宁，创赢未
来”2023“中行杯”西宁市创业创新成
果展要求，积极承办城西区创业创新

成果展，展示城西区在双创工作中取
得的成效和中心在孵企业科技项目成
果，极大提升中心和在孵企业品牌影
响力。

此外，中心服务团队赴海东市、海西
州、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创业孵化基地
等省内外 10 家单位进行观摩交流学习，
借鉴学习优秀孵化器在运营管理、投融
资、设立在孵企业加速专区、为高成长企
业提供深层次增值孵化服务等领域的先
进经验和做法，为拓宽中心创新发展提供
新思路、新办法，提升服务团队运营能力
和水平，为企业提供量体服务，满足企业
多样化需求。

城西区优化服务跑出创新创业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