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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近日，记者从省乡村
振兴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就业优
先战略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各项政策落实落
地，脱贫人口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质量稳
步提升。目前，全省 22.08 万脱贫人口已实现
务工就业，务工人数同比增长3.4万人。

全省乡村振兴部门坚持把促进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作为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实现脱贫群
众持续稳定增收的有力抓手和重要途径，纳入年度
重点工作统筹部署、周密安排、强力推进。截至目
前，全省各地均已完成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从务工
区域看，脱贫人口跨省务工1.72万人次，较上年同
期增长8.45%；省内跨县务工3.98万人次，同比增
长33.3%；县内务工16.43万人次，同比增长16.6%。

全省进一步贯通工作机制链条，综合落实
各类就业帮扶举措，采取发展产业带动一批、以
工代赈吸纳一批、省外协作输出一批、帮扶车间
安置一批、能人创业辐射一批、公益岗位兜底一
批等多种方式，切实帮助引导更多脱贫人口务
工就业。其中各类公益岗位带动脱贫人口就业
6.2万人；拉面经济等特色劳务品牌带动脱贫人
口就业1.37万人，从业人数较上年全年增加0.56
万人；唐卡、青绣等民族手工业带动就业0.47万
人，较上年增加 0.23 万人；以工代赈带动就业
0.42万人；脱贫人口务工平均月收入2514.4元，
较上年平均月收入翻了一番。

我省紧紧抓住东西部协作、对口援青、中央
定点帮扶等政策机遇，特别是在15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与江苏省相关地区完成“一对一”
结对帮扶的基础上，瞄准东部地区用工需求，组
织开展组团式劳务输出。目前，15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县脱贫人口实现就业8.85万人，较上年增
长15.3%。聚焦易地搬迁脱贫群众，通过强化就
业帮扶，“点对点”提供就业岗位等措施，实现务工
就业5.41万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124.7%，实现
了有劳动力的搬迁户家庭每户1人就业的目标。

西宁乡村的秋天是最美的。
农民把田野和庭院当纸，锄头当笔，浓

墨重彩描绘出一条条田垄、一院子鲜花，这
恐怕就是最淳朴的幸福味道了！

8月下旬，西宁气温逐渐下降，但走进西
宁的乡村，家家户户花开满院、繁花似锦。不
管是村道两旁、还是农户房前屋后都被各种
鲜花包围。这个季节，怒放在乡村院落的各
色鲜花，又激起了西宁人的爱花、赏花情结。

乡村之花开出西宁最美秋景乡村之花开出西宁最美秋景
8月25日—27日，晚报记者分别来到大

通县东峡镇田家沟村、景阳镇泉头村、湟源
县东峡乡下脖项村和城北区吧浪村，在这里
感受到了来自秋日的姹紫嫣红。

沿着湟源北山行至东峡乡下脖项村，在
一处农家小院里，满院的千瓣葵、向日葵和
大丽花正值花期，那一片片灿烂的金色世
界，分明是乡村的主题，那一片片涌动的田
野，那一株株绽放的花朵，靠着绿水青山，和
着蓝天白云，开出了西宁最美的秋景。

在这里，记者遇见了从西宁市区来郊游
的市民陆先生。他感慨道，每周末可带家人
来赏花，乡村田园生活为忙碌的城市人找到
了心灵出口。

驱车数公里至西宁近郊，芫荽梅、大丽
花、千瓣葵、芍药花、菊花……在这个秋天如
约而至。

花是蓬勃的期许，是生命的礼遇，也是
丰收的喜悦。

从西宁出发到湟中区共和镇苏尔吉村
再到葱湾村盘道花田和盘道水库，这是西宁
精心打造的1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之一的
山水共和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漫
山遍野的各色鲜花竞相绽放，将美丽乡村装
扮得格外动人，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你看，近处蝶舞蜂飞，人花争艳，远处田
间农舍，阡陌之间，鸡犬相闻，颇有世外桃源
的味道。

这个秋天，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书写丰收

的故事，每一个乡村也在用产业、用政策、用
发展，将繁花似锦的期盼揉进光阴。

一幅幅山水画卷，一桩桩花田喜事，都
是西宁最动人的乡村振兴之歌。

西宁人为何这么爱赏花西宁人为何这么爱赏花？？
西宁人亘古懂花更爱花。
因为，西宁地处青藏高原，冬季高寒风

大，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紫外线强，曾一度
“缺林少绿”。

因为缺绿，西宁人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
绿色；因为少绿，西宁人逐渐养成了热爱大
自然的豪爽性格和酷爱养花的独特情结。

另外，西宁是一座由48个民族聚居的移
民城市。在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
族、土族等传统文化中，都特别钟爱各类鲜
花，表达美好，寄托希望。

农家小院不管大小新旧，院中央都有牡
丹、芍药、丁香、报春甚至竹子等花草树木。
城市的楼房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几盆花
卉来装点居室、装点生活。

“西宁人爱花，西宁城种花，西宁的乡村
以花为媒发展产业，这些都是对美好生活的
一种向往和表达。”

这几年，西宁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
理，绿地面积稳步增长、绿地空间布局日趋均
衡，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稳定在40.5%，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13平方米。一座坚持生态优先、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谷”城市正在高原成形。

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西宁的公园越来越
多，生态越来越好，西宁人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近几年，西宁大规模种植丁香等树木花卉，
基本实现对城市生态框架、大小公园的美化、彩
化。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西宁从旅游

“中转站”逐步变为国内外游客的“目的地”。
闻香而行，只为花忙。

生活在西宁，有一种幸福是随时随地都
有花可赏、有花相伴。西宁人赏的是百花盛
开，晒的是幸福和浪漫。西宁人爱赏花，也
爱种花，更是爱生活、爱这座城市的表现。

西宁四季西宁四季《《赏花月历赏花月历》》出炉出炉
要问西宁啥花开得最早？那一定是山桃。
山桃是西宁最早开花的花卉之一，只要山

桃一开，西宁各地就自动开启了赏花模式——
春天有梨花、海棠、牡丹、桃花、丁香；夏

天有郁金香、菩提花、油菜花；秋天有芫荽
梅、千瓣葵、芍药花、金盏菊。

很多人问，那冬天是不是就没有花可赏
了？有人笑称：错！对于爱赏花的西宁人来
说，冬天有世界上最好看的花——塔尔寺酥
油花。

都说西宁人一年四季都在赏花的路上，
最近，西宁的小伙伴们在社交圈里晒的出游
攻略，一半以上都是关于赏花，足以看出西
宁人到底有多爱赏花。

在西宁赏花，不分季节、不分地点，更没
有特定品种，只要是应季盛放的花，都会深
受大家青睐。

而每个西宁人心目中还有一本自己的
《赏花月历》——

4月，大街上的碧桃、连翘悄悄绽放，预
示着西宁的春天来了；人民公园内五彩缤纷
的郁金香如期开放，绚烂的色彩将西宁渲染
得活泼俏丽；

5月，文化公园成了牡丹花的海洋，万朵
牡丹花开正艳；市花丁香也摇曳生姿，满城
花香沁人心脾；

6月，北山美丽园昆仑神韵景区，随处可
见姹紫嫣红的月季，层层叠叠由里向外舒展；

7月，野生动物园内忘忧草、大丽花正娇
艳盛开，万紫千红煞是好看；

8 月，北山美丽园的荷花开得灿烂。一
抹浅红，一盏雪白，伴着鸟唱虫鸣，瞬间，如
同绚烂的调色盘，整个公园有了灵魂；

9月，南山公园内葵花、柳叶马鞭草、金光
菊、紫茉莉绚丽夺目，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此起彼伏，带给大家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

10 月，百花凋零，在野生动物园内唯有
菊花傲然怒放……

可以说，西宁的一年四季都可赏花：春
天，山桃、山杏和海棠花等观花树漫山遍野、
繁花初放；夏天，暴马丁香、鸢尾和月季等观
赏性花卉开在刚绽放叶芽的枝梢上；秋天，
山杏叶渐红，美国红枫和紫叶李的色彩映照
晚霞的嫣红；冬天，金枝槐、红瑞木和山桃稠
李的枝干在冰雪中可供观赏……数不完的
花期里，更有数不完的美好。

在西宁赏花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是，很
多时候不需要专程去公园或者花园，走在大
街小巷或者看看窗外就能赏到鲜花美景。

每年4月到10月，西宁街头，一条条花街、
一座座花桥、一个个盆花景点把整座城市装扮得
幽香美丽，这是西宁为市民打造的彩色福利。

那么，找个晴朗的天气，带上亲朋好友，
一起出门赏花、放飞心情吧！（记者 张永黎）

全省22.08万脱贫人口已实现务工就业

快看！最近西宁乡村花开正艳

本报讯（记者 小言）8月28日，市委副书记、
市长石建平赴城北区、城中区调研老旧小区改
造、物业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
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提供群众
家门口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为追求，持续提升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
事”，更好满足广大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
求。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志杰参加。石建平首
先来到青海铝制品厂小区，详细了解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实地查看小区路面硬化、

老旧管网改造等情况。石建平叮嘱有关部门，
改造老旧小区要与群众多商量，一起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按照先急后
缓的原则，加强规划设计，进一步优化完善功
能配套，消除安全隐患；要科学组织施工，在保
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减少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随后，石建平来到爱家园小区、光明小区，
听取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覆盖情况介绍，与社区干
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的建议和诉
求。他说，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是民生难题，也是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答题。要加强探索，在多

元筹资、建立机制上下功夫，通过引进公益性物
业服务企业、探索街区式管理、鼓励市场化企业
进驻等方式，推动不同类型老旧小区专业物业
服务可持续发展。在世通国际小区，石建平
仔细了解物业服务模式、收费标准、日常管理等
情况。他强调，要深化物业行业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细化服务内容和标准，完善行业信用管理
机制，因地制宜打造一批高质量物业服务标杆，
以示范带动全面。要进一步强化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进一步加大对违法出租行为的排摸整
治力度，建立健全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切实把房
屋安全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石建平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管理工作时强调

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本报讯（特约记者 莫昌伟）8月28日下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赴中国科学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青海大地，登攀科技高峰，为打造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贡献科技创新力量。

陈刚来到青海盐湖所，走进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工程技术中心、盐湖资源化学实验室、盐湖
化学分析测试中心、科技成果展览室，饶有兴致
地与科研人员探讨交流，了解盐湖资源开发利
用成果和青海盐湖产业的比较优势，指出，青海
盐湖所因青海而生、为盐湖而设，对国家经济建
设、盐湖科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要针对市场前
景和产业发展安全需要，积极探索前沿科学技
术，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做好技术储备和数据积
累，为建设“盐湖资源绿色高值利用重点实验
室”打下坚实基础。在西北高原所，陈刚走进青
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
所史馆，了解动植物标本采集和种质资源库建
设情况，指出，青藏高原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重要，要深怀对大
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推
进科学研究工作，加强科学普及宣传，倡导科学
放生放养，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为青藏高原生态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陈刚对青海盐湖所和西北高原所筚路蓝缕
的发展历程、独一无二的卓越贡献、出类拔萃的
科研成果表示崇高敬意和充分肯定。他勉励青
年科研人员扎根青海、奉献青海，以缺氧不缺精
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面
貌，攻坚克难、执着创新、潜心研究，在奋斗中实
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为国家科技事
业贡献青年力量。希望两家科研院所大力发扬
科学家精神，继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青海发
展实际，利用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并举，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挥重
点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青
海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科学技术
支撑。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家科研院
所在青发展，为科研人员排忧解难，为创新创造
提供良好环境，不断书写深化省院合作新篇章。

省领导王林虎、朱向峰参加。

陈刚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西北高原所调研时强调

为打造“高地”建设“四地”贡献科技创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