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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祁树江）记者日前
从海东市地方品牌产业促进局获悉，截至
9月底，海东市拉面店累计总户数达2.79
万户，从业人员16.76万人，累计实现经营
性收入111.5亿元、利润38.1亿元、从业人
员工资性收入 45 亿元，行业总体表现为
经营总量恢复性增长，信贷支持产业发展
有力，转移就业形势良好，市场拓展成效
明显。

今年以来，海东市地方品牌产业促进
局积极对接省农业农村厅，提出意见建
议，参与起草《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组织有关部门、企
业讨论，目前该《指导意见》已发布施行，
在拉面人中反响强烈。编撰国家乡村振
兴年度考核“拉面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材料，被列入全国典型案例；配合省市
相关部门开展调研；拟定《拉面产业贷款

贴息管理办法》，作为政策储备工具，研究
项目资金整合使用方案，谋划更多工作举
措。

为全面促进产业发展，海东市地方品
牌产业促进局大力推动青海拉面产业数
字化平台项目建设并运行，目前，已有
4000多名注册会员，并实时接入120余家
经营数据，具备网上商城、政策咨询、注册
服务等功能模块，并建设以河湟新区为核
心，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等各县区产业园为支撑的青海拉面产业
总部基地，总投资5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
项目——青海拉面食材研发生产项目建
成投产，已取得新的生产许可证并量产速
食面、火锅底料等。佰客基、艾麦尔、驼
铃、西北楼等 25 家从事速食面、汤料、食
材研发生产、仓储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企
业陆续入驻总部基地，产品通过拉面门

店、商超、中央厨房、网上商城、东西部协
作等渠道在全国销售。

在提升行业服务方面，海东市地方
品牌产业促进局于 5 月 9 日至 10 日牵头
成功举办“2023 新时代拉面产业发展论
坛”和 30 支队伍 107 人参赛的三个项目
的全省拉面大赛。于10月牵头做好首届
全国拉面技能大赛的竞赛赛务工作，制
定竞赛组织工作方案和预算，制定比赛
流程、评分标准、评分细则等，设计印制
大赛竞赛指南、评分表等，做好裁判赛前
沟通及理论培训准备，做好竞赛所需厨
具、食材、辅料、奖杯证书采购等。加大
青海拉面走出国门力度，帮助互助土族
自治县、平安区等县区拉面人办理出入
境手续到国外合作开店、劳务派遣。目
前，已为 45 人开具赴柬埔寨、老挝等国
务工证明。

本报讯（通讯员 民宣）11月8日上午，
作为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易地搬
迁乡镇后续联农带农增收致富产业——
民和县北山乡青绣工坊正式揭牌开业，标
志摘掉穷帽、拔掉穷根的北山乡易地搬迁
群众将在“飞针走线”中吃上指尖上的“手
艺饭”。

记者了解到，北山乡地处民和县北部
高海拔干旱浅脑山地区，共有 7 个村
1455 户4939 人，大多数人常年居住在大
山里，自然条件恶劣，贫困程度深。精准
扶贫实施以来，民和县对北山乡实施整乡
易地扶贫搬迁。

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是第一步，
关键还要“稳得住、能致富”。实施整乡搬

迁后，北山乡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劳务输出、土地流转、技能培训、铺面
租赁等方式，积极助力搬迁群众走上就业
增收致富路。而北山青绣工坊便是搭建
的就业增收平台之一。据了解，北山乡青
绣工坊位于北山乡 B3 安置小区沿街商
铺，总面积 552 平方米，由北山乡争取
109.86 万元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打造而
成。工坊由民和县银龙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承接运营，已实施2期绣娘培训。

走进工坊刺绣室，数十套绣床前，来
自北山乡搬迁区的绣娘们正穿针引线忙
刺绣。在绣娘谢兴草的绣桌前，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二奴面对面讲、手把
手教。朱二奴表示，谢兴草这位绣娘善于

动脑筋，学习进步快，绣出来的作品已在
展厅中摆放展出。

谢兴草是北山乡罗家湾村人，丈夫
患病多年无法干活，女儿在青海大学就
读，家里的生活担子全压在她一人身
上。她说，在家门口开办了刺绣工坊，她
现在要跟着朱二奴老师好好学习刺绣技
术，通过刺绣手艺为自己找一条务工挣
钱的门路。

据北山乡乡长乔海峰介绍，当天，北
山乡争取 124.86 万元中央衔接资金打造
的北山家政服务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营
业，目前已培训北山乡搬迁群众 200 人
次。该基地的成立，将带动北山乡搬迁群
众通过从事家政服务走上增收致富路。

搬迁群众走上“飞针走线”致富路

本报讯（特约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
子 摄影报道）教学乐器、办公电脑、爱心
校服……11月2日下午，地处青海省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农场的
诺民小学师生收到一份价值20万元的爱

心捐赠。
诺民小学的前身为私立诺民小学。

2009 年，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
县政府为解决诺木洪农场民和籍务工群
众随迁子女入学难、享受教育惠民政策

难的问题，将其改制为公办民和县诺民
小学，派遣 10 名教师承担教育教学任
务。建校 14 年以来，学校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教育教学质量持
续提升向好。目前，学校有教职工 24
人、学生440余人，设有学前班、1年级至
6年级教学班。

为进一步改善诺民小学办学条件，推
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民和县委主要领导
积极牵线搭桥，爱心人士慷慨解囊，向离
民和县千里之遥的诺民小学师生捐赠了
价值20万元的爱心助学物资。

11 月 2 日，民和县委主要领导带领
工作组赶赴诺民小学调研慰问诺民小学
教育教学工作及师生学习生活情况，爱
心人士一同前往，把 20 万元的爱心助学
捐赠物资亲手送到了诺民小学的师生手
中。捐赠仪式结束后，穿上爱心校服的
孩子们脸上绽放出花儿一样的灿烂笑
容。“感谢叔叔们带来的新校服，我们将
更加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叔叔
们的爱心……”采访中，身着新校服的孩
子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一份跨越千里的爱心捐赠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陶成录）11月8日，海东市
召开河湟见义勇为基金会成立大会，会上，举行了
海东市河湟见义勇为基金会揭牌仪式，对2023年
度全市见义勇为英模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慰
问，对今后一个时期见义勇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多年来，海东市见义勇为工作在海东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注
重政治保证、法治保障、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宣
传弘扬、保护关爱，取得了长足发展，海东市成
立了全省第一个市（州）级见义勇为基金会，这
既是海东市弘扬社会正义、维护和谐稳定、推进
平安建设的一大举措，也是见义勇为事业的新
起点。

河湟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成立是海东市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化，进一步加强新
形势下的见义勇为工作，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
评选表彰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重要指
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集全市之力办成的一件大
事要事，对平安海东、法治海东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提升见义
勇为政治引领力，把党的领导作为推进见义勇为
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把见义勇为工作与建
设平安海东、法治海东同步推进、一体落实，不断
优化服务形式、细化保障措施、实化制度机制，努
力为见义勇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
基础支撑。要弘扬社会正气，不断凝聚见义勇为
精神向心力，坚持把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与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大力
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英雄事迹，带动
全社会真心实意关爱见义勇为人员，支持见义勇
为工作，使崇尚见义勇为精神、争当见义勇为英
雄成为海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要维护合法权
益，切实提高见义勇为事业保障力，着力推进相
关立法进程，认真研究、广泛宣传民法典中对见
义勇为人员权益的保护条款，构建纵向贯通的工
作链条，夯实见义勇为基层基础，切实解决见义
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实际困难，维护好见义勇为
人员的合法权益。要强化自身建设，着力增强见
义勇为工作执行力，切实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
努力为宣传见义勇为事迹、服务见义勇为人员构
筑高质量的综合服务平台，把自身建设成为见义
勇为人员的爱心之家，不断推进见义勇为事业健
康发展，为“五个新海东”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本报讯（通讯员 互宣）近日，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丹麻镇温家村，互助县常啸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附近的农民忙着分拣红菜薹。打包后
的菜薹将被装上冷链运输车，从西宁转运至全国
各地，甚至直飞港澳。

去年以来，东西部协作资金投资1600万元，启
动互助县万亩菜薹供港蔬菜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今年全县菜薹种植面积已达5300亩，助力互助县
打造“七彩农业”名片、建设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

今年，互助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绿色有
机蔬菜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为全县17家蔬菜种
植经营主体办理供港澳蔬菜生产基地IC卡，互助
常啸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以全
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创建为契
机，互助县依托高原气候冷凉、病虫害少等自然禀
赋，建成一批设施蔬菜生产基地，温棚达3059栋；
建成一批露地蔬菜生产基地，面积4000公顷以上；
建成高原工厂化蔬菜育苗中心，推广水肥一体化、
绿色防控、无土栽培、嫁接育苗等新技术，为蔬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不断擦亮互助高原冷
凉蔬菜的品牌名片。

截至目前，互助县供港澳蔬菜超过2万吨，产
值超过1.2亿元，带动20万人次从事蔬菜种植，人
均增收8000元至30000元。

111.5亿元！海东拉面产业强起来
海东市海东市成立成立

河湟见义勇为基金会

互助冷凉蔬菜直供港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