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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共和县铁盖乡下合乐寺村，干净
平坦的道路穿村而过，干净明亮的路灯矗
立路旁，各家各户门口干净整洁，一幅充
满生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展现于眼前。

村民豆才本看到村里喜人的变化，高
兴地向记者介绍道，“今年来下合乐寺村
变化很大，家家院墙维修好，大门整齐划
一，道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
来水，垃圾都有人专门管理，街道美化得
和城里差不多。”

2023年以来，共和县铁盖乡下合乐寺
村充分发挥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按照
企业扶持、党员带头、能人带动、村民参与
的思路，探索打造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新
模式，走上了“支部引领+企业扶持+合作
社经营”的产业兴旺新路子。

立足下合乐寺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

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状况，铁盖乡党委提
出以农产品加工、畜牧养殖为主导产业，
以光伏为保障产业，把下合乐寺村打造成
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样板村的村级
产业发展思路。

铁盖乡党委与联点帮扶单位中国华
能集团青海分公司共谋产业发展思路，共
商产业扶持计划，协调资金249万元建成
标准化的下合乐寺农产品加工厂，破解了
村级无实体经济的发展难题。完成农产
品加工厂标准化改造，并通过验收和质量
安全认证，菜籽油入围共和、兴海“政采
云”政府采购平台，并销往西宁、兰州等
地；面粉和粗饲料加工目前主要为各村及
周边乡镇提供来料加工服务。同时，加工
厂增设公益性岗位 13 个，每年发放补助
29.25万元，不断拓宽脱贫户就业渠道。

同时，利用移民安置资金 400 万元建
成广多源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全村314户
全员入社社员依托塔拉滩“光伏牧场”，与
联点单位和黄河水电公司达成7万亩草场
免费使用协议，通过“夏进冬出、放养结
合”的模式，全力打造“铁盖光伏羊”品牌，
在恰卜恰镇区设立“铁盖光伏草膘羊”直
营店。养殖场现存栏1021只，在联点帮扶
企业光伏园区放养。

身在异乡的桑杰卓玛同样也牵挂着
家乡的发展。今年春节回到家乡，她和姐
妹一起赏花灯、看社火，感受家乡的变
化。从恰恰湾度假村黄河灯会到恰卜恰
镇街道，拍照打卡、畅玩海南，桑杰卓玛难
掩心中的喜悦：“我要多多宣传家乡的娱
乐活动，吸引更多人来海南感受家乡的文
化魅力。” （特约记者 俄智措）

本报讯（通讯员 贵南宣）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持续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日前，贵南县过
马营镇麻什干村召开 2023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并开展“美德积分换好礼，兑出新年新收获”主
题积分兑换活动。

会上，表彰了13名优秀党员和优秀草管员。
随后，村民们拿着“美德积分”走进“美德超市”，
工作人员根据村民所获积分，以“1积分=5元”的
形式为村民兑换商品，村民根据积分额度挑选自
己心仪的物品，现场气氛热烈。

获得2023年度积分第一名的村民娘杰本高
兴地说：“我家积累了1500分兑换了7500元的商
品，这让我觉得一年的付出得到了认可和回报。
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邻里间互
帮互助、家庭中孝老爱亲，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据了解，“美德积分超市”作为深化乡村治
理、培育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激
发和调动了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自超
市营业以来，累计兑换积分11453.2分，服务群众
1300余人，兑换物品价值达5.73万元。

村庄换新颜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 兴组宣）近
日，兴海县温泉乡的村民们热闹非凡，个
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一年一度
的集体经济分红仪式现场，大家共同见证
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实实在在享受乡村
振兴带来的红利。

在各村分红仪式上，领到分红的村民，
依次在分红发放清单上填写名字、摁下手
印，喜笑颜开地数着手里的“红钱”。“看到
今天大家都笑得那么开心，我心里也美滋
滋的，我相信，在党和政府关心与帮助下，
在村民的大力支持下，盖什干村一定会发
展得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也一定会越过
越好！”村党支部书记东智尖措说道。

据了解，夏格尔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销售牦牛、酥油、牛奶、酸奶等为
主。2023年共收入80万元，为8户40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以本金12%进行分红，每人
分红 768 元，共计发放 3.072 万元；为合作
社5户股东分红6万元，共30万元。雪日
青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为45户群众分
红12万元，每户分得2666元。赛什塘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2023年耕种3502亩燕麦，
总收入达219.5万元，按照入股比例将总收
入的 42%用于分红。为 324 户群众分红
92.5 万元，其中入股一社耕地为 1797 亩，
分红 474408 元；二社耕地为 692 亩，分红
82688元；三社耕地为1013亩，分红267432

元。盖什干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3 年耕
种青稞及油菜，总收益达113万元。按照
入股比例为 47 户 186 位群众分红 29.5 万
元。每人每亩按照151元分红，其中入股
最多的群众分得 12192 元，入股最少的群
众分得2900元。

近年来，兴海县温泉乡始终把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促进农民增收、推动
农牧区党建工作上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狠抓不放。通过努力，2023年全乡7个村
集体经济收益总量为357.91万元，村均收
益为51.13万元，其中，赛什塘村实现破百
万元目标任务，全乡7个村集体经济收益
达到州定目标任务。

2023年，海南州将促进就业作为建设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
本措施，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
提高脱贫人口就业帮扶质量，以“四个坚
持”推动“4+”服务再上新台阶，不断增强
全州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坚持就业优先理念坚持就业优先理念
““政策政策++服务服务””提质增效提质增效

将精准落实就业扶持政策作为带动就业
创业的重要手段，实施就业提质增效行动，提
升脱贫人员就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高
质量就业。举办“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民
营企业招聘月”“百日千万专项招聘”等“12+
N”公共就业专项活动173场，提供就业岗位4
万个。开通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申领小
程序，由“人找政策”逐步向“政策找人”转变。

坚持服务体系建设坚持服务体系建设
““输出输出++增收增收””齐头并进齐头并进

全面落实《海南州提升劳务输出组织

化程度促进农牧民转移就业的实施意
见》，建立健全“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零工
市场+劳务经纪人”的劳务输出服务体系，
主动对接用工单位，畅通群众“从家门到
厂门”就业渠道，一站式输出 600 余人就
业。建立2个零工市场，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打零工实现了线上线下双向奔
赴。2023年全州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2.19
万人，劳务增收2.4亿元，增加人均收入1.1
万元，就业人数和劳务收入实现“双增
长”。

坚持良性循环原则坚持良性循环原则
““培训培训++就业就业””精准对接精准对接

始终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提高
脱贫人员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有力举
措，采取“送教下乡”“送教入户”等方式，
开设汽车驾驶员、青绣、家政服务、中式烹
饪等33个工种的培训项目222期，培训城
乡劳动力 10418 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
2260 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达到 70%以上。
落实以工代赈项目9个，采取“基础设施建

设+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能培训”的赈济
模式，吸纳当地338名农牧民群众就近就
业，发放劳务报酬532万元，人均增收1.57
万元。

坚持发挥部门优势坚持发挥部门优势
““兜底兜底++帮扶帮扶””保障就业保障就业

着力实现就业困难人员高质量充分
就业，统筹各类帮扶资源，强化部门联动，
落实帮扶措施，全力保障脱贫人口特别是
监测对象就业增收。加大乡村公益性岗
位统筹力度，安置7796名脱贫人口和监测
帮扶对象从事生态管护工作，人均年收入
达 2.16 万元。利用光伏收益资金为脱贫
人员开发公益性岗位 3508 个，增加收入
3578 万元，人均年收入 1.02 万元。落实

“雨露计划+”助学就业政策，为1850名在
校脱贫家庭学生发放助学补助 1119.7 万
元。实施“1131”就业帮扶措施，470名“雨
露计划”毕业生就业463名，总体就业率达
到98.51%。

（特约记者 高岳）

“4+”服务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在海南州共和县恰卜
恰镇的口袋公园里，抬头可见湛蓝的天空和洁白
的流云，人们或三三两两坐在长椅上休息，或在
健身步道上跑步。良好的生态环境，得益于海南
州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所采取的各项举措。

2023年，海南州以巩固提升大气环境质量为
核心，强化大气变化研判预警，加强部门统筹联
动，加大各类大气环境面源、点源污染监管力
度。以科学可行的手段持续加强工地、道路、裸
露地扬尘管控，建立43个施工工地台账，巡查各
类扬尘污染点位132次，排查整治扬尘污染点位
322个，与18家施工单位签订《扬尘污染防治承诺
书》。建成口袋公园4个，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
米，种植绿化裸露地15处、约9万平方米。非道
路移动机械累计安装环保标牌1028台、电子信息
标签600台。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控制区
1.3 平方公里。监测机动车 32360 辆，合格率
91%，410 辆柴油货车安装 OBD 尾气治理设施。
坚持落实每日3次道路洒水措施，有效减缓高温
条件下的臭氧污染。

现如今，“好环境”是海南州发展旅游业的一
张“金名片”。

从“增绿量”到“增颜值”，从“护生态”到“谋
致富”，生态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生态收益
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这几年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开个露
营基地是个不错的选择。”贵南县星空露营地的
两位90后负责人就是返乡创业青年中的佼佼者，
他们将露营与亲子游、自驾游等活动相结合，形
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旅游模式，为当地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带来新理念、注入新活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返乡创业，把自己喜
欢的事情干成了促进家乡经济发展的一把金钥
匙，为家乡乡村振兴开创了新局面、谱写了新篇
章。 （特约记者 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