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10A
版面 / 木子 校对 / 寒倩

本版文字编辑 樊娅楠

本报讯（通讯员 州工信）凝心聚力完
善助企政策、精准施策健全专项服务、靶向
发力打破发展瓶颈、注重形成助企减负提
质合力……海北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始终站在企业“需求侧”想问题、办事
情、提效能，推动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以良好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助企红利着力提升企业发展信心，
主动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谋划新发
展，海北州积极行动，靠前服务，建立州级
领导联点帮扶机制，推动“1+2+4”协调推
进机制落实，着重从保障生产要素稳定、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搭建
产需对接平台、支持产品本地消纳等方面，
制定《关于发展壮大中小企业的十项举措》

《海北州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十条措施》
《支持全州商贸领域批零、住宿餐饮行业措
施》等18个政策措施，有效弥补普惠性政策
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为企服务的“快速通
道”和解决问题的“绿色通道”。

建立入规上限企业培育库，科学实施
中小微企业扶持培育提升工作，构建州县
联动的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引导支持广大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近3年相
继组织企业举办参加22个多形式、多内容

的培训班，组织32家电子商务主体开展电
商技能实操培训和山海情·直播电商助力
海北产品走出去等直播电商活动，累计开
展电商培训6503人（次），实现电商销售额
3.57亿元，年均增速15.51%。

同时，着力在“培大育强、扩容增量、提
质增效”方面下功夫，不断激发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动力，切实增强经济整体实力和发
展后劲，3 年累计培育新增 13 家规上工业
企业，年均培育增速达31.11%；累计培育成
长型中小微企业 166 家次，年均培育增速
5.83%；培育认定 4 家企业为省定“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累计培育新增11家限上商贸
企业。

探索建立“1+1”工作机制，在“州级领
导‘1+10’联点基层服务群众”帮扶措施落
实基础上，按照“一企一策、一政一讲、一措
一谈”工作要求，成立专班先后前往264家
（次）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和座谈交流。建立
《重点工业企业问题清单》，实行动态化管
理，协调解决海泰煤业复工复产、华特沥青
本地销售等企业问题困难83项，为大江新
农牧、建宝玻璃等21家中小微企业减免厂
房租金 51.67 万元。开展海北州防范和化
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采取督办

推进、现场督办、按月通报、电话回访相结
合的方式整治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恶意拖欠
账款行为，累计清偿拖欠企业账款约 1 亿
元，实现投诉线索、拖欠账款“双化解”“双
清零”。开展“政府搭台+企业介绍”中小企
业产品推介宣传活动，有效促进本地企业
本地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州域内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对接。

全面落实兑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深入企业开展上门服务，
指导企业解决项目申报程序、数据逻辑、资
料规范等问题。积极组织工业商贸领域中
小企业申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工业
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等助企扶持资金项目，
结合组合式税费支持措施，指导企业应享
尽享政策红利。开展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直
通车融资贷款需求摸底工作，对接州金融
部门和银行机构，搭建融资对接平台，进一
步完善企业融资服务的“快速通道”，有效
帮助企业解决偿还银行贷款资金周转的问
题，缓解了资金压力。目前全州纳税过百
万元企业达到73家，纳税总额4.08亿元，形
成地方财政收入2.12亿元，贡献全州32.1%
的财政收入，已经形成相互协同、相互促
进、相互融合的良好势头。

多措并举按下助企纾困“加速键”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德平）为全力拼出
一条具有祁连特色的差异化清洁能源产业
发展之路，近日，海北州祁连县采煤沉陷区
155 兆瓦光伏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据悉，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11.2亿元，共
计 4 个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投资建
设：海北州祁连县采煤沉陷区默勒煤矿3万千
瓦光伏项目、海北州祁连县采煤沉陷区央隆乡
5.5万千瓦光伏项目；二期投资建设：海北州祁
连县采煤沉陷区野牛沟乡3万千瓦光伏项目、
海北州祁连县采煤沉陷区野马嘴工业园区 4
万千瓦光伏项目。其中默勒项目和央隆项目
的道路和场平部分已申请中央预算内补助资
金4065万元，计划于2024年12月31日前全部
实现并网发电。

近年来，祁连县积极围绕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在全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热潮中，
全力筑巢引凤，不断加大光伏产业基地化、规模
化开发利用，中铝源网荷储、八宝330千伏变电
站、野马嘴400兆瓦光伏产业园、吉隆口新能源
光储基地等项目稳步推进。

近日，沿着美丽的金银滩草原一路西
行，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北州刚察县伊克乌
兰乡的压公麻村，宽敞干净的村委会广场
让人眼前一亮，玻璃幕墙的村委会办公楼
充满现代感，在辽阔草原上显得十分醒目。

年轻干练的压公麻村党支部书记拉藏
南吉带领大家来到村广场的“村规民约评
比榜”展示栏前，“红榜”中满满当当粘贴着
10位村民的照片，“黑榜”上空空如也。

“这不会是做样子的吧？”大家正在心
里嘀咕，拉藏南吉似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
开口说：“以前村里每年多多少少都有些矛
盾纠纷，但这两年村民们村规民约执行得
好，已经实现了‘零纠纷’，大家都是 100
分。”

拉藏南吉所说的“100分”源自2021年
拉藏南吉与村两委班子新修订的“压公麻
村村规民约”，从遵纪守法、保护生态、社会
道德、村风民俗等方面对村民提出了新的
具体要求。

“做得好的村民是满分100分，有不当
行为的就减分，一减分年底就无法享受村
里的任何优惠待遇，大家尤其看重的是村

集体经济的年底分红。”拉藏南吉说，压公
麻村是牧业村，村民们多以放牧为生。
2021 年以前，村里没有村集体经济，少了

“经济支柱”的村子始终都留不住人，也管
不住人，草场纠纷一年比一年多，这些不稳
定因素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稳定发展的脚
步。

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村民们凭
着早期对拉藏南吉踏实肯干、热心忠厚的
印象，选他当村党支部书记。深感重任在
肩，拉藏南吉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了解
村里的情况。那时，村里有3个家庭牧场，
很多村民都去家庭牧场放牧打工，包括许
多低保户，这让拉藏南吉受到启发，打开了
思路。

“拥有村集体经济，让大家团结在一
起”成为他上任后的首要目标。

于是，拉藏南吉发动村“两委”班子成
员向刚察县申请920万元乡村振兴发展资
金，流转了1.93公顷草场，修建养殖场，购
买了500只羊、50头牦牛。2022年，村集体
经济收入 41 万元，21 万元用来给村民分
红，每个村民分到了350元。

村民去吉布加有10.3公顷草场，过去，
他为了让自家的羊吃上更多的草，总是占
用隔壁的公用草场，为此几乎每年都会和
村“两委”的干部吵上几架。

这样的矛盾积累了三四年，始终没能
解决。自从2021年拉藏南吉动员去吉布加
将草场流转给了村集体，每0.066公顷草场
有60元流转费，年底还有分红，大家再也没
见过去吉布加“红过脸”。

拉藏南吉说：“有了村集体经济，最大
的收益就是这两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矛盾
纠纷，村民们更加团结上进了。”

“现在村里养殖场有7个工作人员，我
们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再动员20户村民
入股，增加就业岗位，让大家一起走上了振
兴路。”拉藏南吉说。

除此之外，拉藏南吉还积极对接刚察
县委组织部、人社部门等，将村里的养殖场
发展成为家庭牧场“岗前培训基地”，去年
已完成两批“培训”，村民们都很满意。他
满面笑容地告诉记者：“只要村民愿意办家
庭牧场，我都热烈欢迎！”

（特约记者 牛玉娇 王宥力 通讯员 刚组）

本报讯（特约记者 尹耀增）近日，西宁
市、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北
藏族自治州湟水流域市州际联防联控框架协
议签订仪式在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举
行，标志着湟水流域保护联盟正式建立，湟
水流域水生态环境跨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正式
拉开序幕。

湟水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海北
州海晏县包忽图山，全长 371 公里，流域面
积 3.29 万平方公里，孕育了灿烂的河湟文
化，养育着青海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素有青
海人民“母亲河”的美称。此次签约是强化
流域治理管理“四个统一”的具体实践。签
约各方表示，将秉承“齐抓共管、携手共
治、优势互补”原则，落实框架协议内容，
共同做好湟水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全面构建
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的管理格
局，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签约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赴湟水源头
包忽图参加鹿头碑落成揭幕仪式。鹿头碑设
计分为上下两部分，整体高为7.5米，上部以
马鹿鹿角为原型，材质为铸铁，宽7.7米，高
5.5米；底座部分采用岩石+钢板+汉白玉垒
砌，长4米，宽4米，高2米。通过马鹿鹿角
与水滴造型，传达湟水河流域资源丰富、生
物多样的特点，寓意着湟水源头的重要性。
此碑的落成也为海北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
地增添了新的景区。

本报讯（特约记者 朱发坤）聚力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健全配齐农牧
业“七个一”基础设施配套，下大力气破解
牛羊消费市场供大于求以及消费不振、交
易低迷、牧民收入不增反降问题……今年
以来，海北州海晏县着力在提升牛羊产量
品质、稳定市场价格、壮大村集体经济、打
响海晏牛羊特色品牌、实现农牧民持续增
产增收上打出“组合拳”。

该县紧扣“扩规模，提质量”两个关键
要素，按照企业向基地集中、产业向基地
延伸、要素向基地集聚的发展路径和统一
优质饲料配比、统一良种繁育标准、统一
订单定向销售策略，持续推进藏羊、牦牛、
羔羊、奶牛、肉牛“五大产业基地”建设，建
成藏羊繁育基地 4 处，核心群 200 群 4 万
只；牦牛繁育基地 2 个，核心群 20 群 2000
头。建成规模化养殖场38个，规范运营家
庭牧场70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69家，国
家级示范社 2 家，省级示范社 10 家，州级
示 范 社 14 家 ，牲 畜 存 栏 达 150 余 万 头
（只），“千牛万羊”规模保持高速良性发
展，存栏量不断增加。

为提升集中屠宰效率、严控牛羊肉加
工质量，该县统筹夏华、库库诺尔、清湖源
等肉制品屠宰加工资源，投入2000余万元
资金推动原有加工生产线提质升级，实现

年屠宰羊5万只、牛0.22万头。为深入推动
海晏牛羊肉产业向精深、精细化方向发展，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今年成功签约7个农畜
产品加工销售项目，高原肉制品加工项目
已完成10余款预制菜单品的研发，高原奶
源基地项目正在施工建设，集“牛羊养殖—
屠宰分割—食品加工—产品销售”的全产
业链已初具规模。

该县在稳定提升牛羊肉价格、扩大销
路上狠下功夫，依托山东临沂、中铝集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援建及帮扶渠道，

大力实施海晏牛羊“进山东、闯江沪”计划，
与临沂企业签订1000万元农畜产品销售合
作协议，海晏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进山东已
经完成首次发车；海晏夏华牦牛火锅已在
临沂成功落地开业2家，计划装修4家，海
晏牛羊肉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1 月至 7
月共销售牛羊24万头（只），销售额2.86亿
元，脱贫人口人均收入 9245.26 元，增幅
5.21%，全年预计销售牛羊36.09万头（只），
销售额 4.75 亿元，实现脱贫户人均收入
22779元，增幅15.13%。

海晏聚力打造农畜产销新模式

投资11.2亿元！

祁连155兆瓦光伏项目开工

“满分”压公麻村处处新气象

湟水流域保护联盟
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