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春过后，门源回族自治县东川镇，
浩门河畔、田间地头，焕发着勃勃生机。

“东川镇着力挖掘和激活特色产业发
展能力，以‘党支部＋农牧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户’的发展模式，抢抓春耕生
产有利时期，播下增收致富的希望之
种……”东川镇党委书记王延生告诉记者。

黄土地里“葱”希望
在东川镇尕牧龙中村，得益于适

宜的气候和水土，种植的大葱葱白长、
秆瓷实、口感好，深受当地市场欢迎。

2022 年，尕牧龙中村种葱大户张
基山可谓是掌握了流量密码，抓住电
商发展新机遇，顺势而为搭上“电商快
车”，通过连续不断的带货直播和丰富
有趣的短视频，他成了十里八方人尽
皆知的“大葱网红”，接地气的带货方
式让张基山迅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通过线上下单让优质的农产品在直播
间中销售给五湖四海的顾客，张基山
初尝到家门口就能发家致富的甜头。
去年，张基山种大葱净收入近十万元。
他饱满的精气神儿与爽朗的笑声告诉
我们“大葱网红”收入确实可观。

“目前我们紧盯农村电子商务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通过加大与电商平台
合作力度，构建多层次农村直播人才矩

阵，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做主播、帮带
货，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王延生说。

蔬菜大棚里的“致富梦”
温热潮湿的空气夹杂着新鲜泥土

的芬芳扑面而来，一排排绿意盎然、青
翠欲滴的蔬菜苗排列成行、长势喜人。

塔龙滩蔬菜种植大棚里，打孔、施肥、
栽苗、合土……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
紊地进行大棚蔬菜的种植工作，大家铆足
干劲，在新的一年播下希望的种子。

门源县农技中心技术人员蹲在田
间地头仔细查看蔬菜苗情、墒情等，现
场对陇椒、线椒、甘蓝和地膜洋芋等农
作物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预防处置进
行现场讲解，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向
农户进行提醒，并讲解相应的解决方
法，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称赞。

“有了专家的‘药方’，我们的干劲
更足，技术员亲临现场指导，我们获得
了蔬菜种植的经验和技术，使我们对
今年蔬菜丰收更有希望了，更有信心
了。”大棚负责人戴东升一边和工人们
采摘新鲜的蔬菜，一边高兴地说道。

东川镇镇长腾海元告诉记者：“当
前，正值春耕播种大忙时节，我镇把春耕
生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工作作为当前第
一件大事来抓，立足东川镇“151”发展思

路，因地制宜科学种植传统特色产业，栽
种出品质优良的有机蔬菜，实实在在让
群众腰包鼓起来，生活富裕起来。”

“苦药材”让百姓过上“甜日子”
走进东川镇塔龙滩村玉丰集约化

经营专业合作社，机器轰轰作响、种植
户们的交谈声相互交织，当归、羌活、
黄芪、党参等药苗整齐摆放在道路两
旁，“小药苗”已成为塔龙滩村群众致
富增收的“新希望”。

东川镇依托区位、气候等天然资
源优势，按照区域化、基地化发展思
路，积极引进多家药材种植合作社，建
成千亩中药材育苗基地1处，以基地示
范带动发展为突破口，宣传动员采取
合作社集中示范与农户分散种植相结
合的方式，带动全镇种植中药材，有力
推动全镇中药材产业发展，增加群众
产业收入和务工收入。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产业壮了，腰包鼓了，群众的信心也增强
了。东川镇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和资源要
素，加快推进特色产业提档升级。现如
今，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绿水青
山间，一幅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
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东川徐徐铺展开
来。（特约记者 陈文年 通讯员 冶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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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人社）今年以来，海北州人社局始终把
稳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全州就业创业工作精彩开局，开年迎来

“头彩”。截至目前，全州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1.23万人
次，完成年度任务27.3%；城镇新增就业500人，完成年度任务
27.7%；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07%的较低水平。

该州将做好就业创业工作作为全年人社工作的“重头戏”全
力推进。围绕新要求、新任务，着力构建“大就业”工作格局，扎实
推动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服务落地，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该州依托联县包片和包企联点机制，紧盯“四地”产业建
设，聚焦“招聘日日有、活动月月新、服务时时在”服务目标，开
启“12+N”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帷幕，于3月初启动实施“春风行
动”专项招聘活动，组织开展“多频次、特色化”线上线下专场
招聘8场次，组织200余家企业，提供快递员、餐饮、保洁等行业
的就业岗位近7000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30人。

以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队伍为目标，开展民族刺
绣、美甲等工种的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92人。增强就业
服务工作力量，在全州214个行政村和28个社区各开发安置1
名就业联络员，专项从事就业服务工作，每年给予48.4万元财
政资金保障；以开展“春暖农民工”行动为契机，扎实推动组织
化规模化转移就业工作，通过一站式“点对点”等服务实现组
织化输出 3146 人次；全州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收入达
9199万元，人均7484元。

充分发挥政策效应，争取第一批省级就业补助资金9116万
元，为符合条件的7394名（次）劳动者兑现社保补贴等政策红利
1754.27万元。争取100万元山东援建资金，设立50万元就业创
业工作绩效奖金，专项促进就业创业工作。通过开展“就业援助
月”等活动，实现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54人，城镇失业人员再
就业491人；帮扶38名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实现
兜底就业，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479万元、社保补贴480万元。

同时，持续落实“1131”服务机制，实施就业见习“百十”工
程，发挥全州52家见习基地吸纳就业见习作用，通过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及时发布见习招募公告，吸纳100名高校毕业生进行
就业见习。发挥稳岗就业牵头抓总作用，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帮扶措施，实现脱贫人口务工就
业3233人，完成年度任务36.7%。

海北州就业创业开年迎“头彩”

本报讯（通讯员 刚宣）近年来，刚
察县紧紧围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
海湖示范区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持续深入打造“鱼鸟天堂·藏城刚察”

旅游形象，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
态旅游产业体系，让刚察生态旅游之
风吹得更远。

该县依托环湖北岸优美生态环
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以“鱼鸟羚、山海泉、绿草
源”＋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为核心的刚
察文旅资源为依托，大力培育青海湖
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研学旅游、文
化体验、康养度假、文化创意等旅游
业态，打造湟鱼家园观鱼体验区、泉
吉圣泉湾生态体验区等“一点一中心
二区三基地”党性教育点，努力走出
一条“观自然之美、获生态体验、受

生态教育”的特色生态研学之路。
全力推进“一园三区三基地”建

设步伐，围绕“123”A 级旅游景区
创建目标，去年以来，整合各方资金
1.5 亿元，高标准建设完成哈尔盖普
氏原羚科普基地、伊克乌兰民俗文化
体验区、泉吉湟鱼洄游观测点、圣泉湾
生态体验区等4个特许经营点项目建
设，并在配套提升上下功夫。刚察县坚
持把旅游厕所作为展示旅游形象、体
现服务功能的主要窗口，以一厕一风
格、一厕一特色、一厕一主题、一厕一
造型，扎实开展公厕建设。

同时，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非遗”进景区工程，将民
间祭海、马队展演、藏戏、刺绣等融
入旅游业中，通过让游客沉浸式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推动文化传
承与产业提升相结合，开发“遇见刚
察”系列文创产品40余款，生产销售
10余款，获青海省旅游商品文化创意
大赛金奖，销售收入12余万元，实现
文创产品经济零的突破。2023 年以
来，全县共接待游客 120.81 万人次，
同比增长85.23%，旅游收入39174.93
万元，同比增长92.93%。吸纳就业岗
位 114 人，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70 人，
带动脱贫人口17人，参与群众户均增
收达 1 万元，打破了以往环湖旅游

“南热北冷”的被动局面，环湖周边
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本报讯（通讯员 海晏宣）近年来，
海晏县坚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
为关键抓手，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锚
定转型发展重大使命，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
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集
聚度、丰厚度不断增强。

该县全面推进红河湾工业园区转
型升级，博大、金城2家企业完成入规
纳统，14 家规上企业产值达 10.73 亿
元。企业自主转型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清退低效企业和“僵尸”企业 3 家。全
面落实“双碳”目标，奥凯、唐湖2家企

业完成节能审查。五丰、事顺等有机肥
生产企业成为化肥“减量增效”的有力
支撑。积极引入大数据、电算等数字经
济，推进数字化应用。兴盛商贸配送、
昱宏科技公司等外贸业务融入“一带
一路”，实现外贸进出口交易额475万
元，同比增长92%。

全面落实54条“助企暖企”政策，发挥
好中小企业扶持资金作用，落实14家企业
补助金1100万元，同比增长16%，积极帮
助企业对接生产原材料及下游产业，亲清
政商关系形成常态。争当“店小二”，受理企
业反馈问题41条，办结率达100%。减税降

费9329万元，同比增长18.45%。
同时，通过“青洽会”等平台，采取

组团招商、以商招商“走出去”招商70
余次，加大医药康养、文化旅游、农畜
加工等产业的“引进来”力度，签约项
目13项11.66亿元。紧盯项目签约、资
金到位、投产开工“三大关键”，在12个
环节提供跟踪式服务，全面提升审批
效能，重点领域实现“办照即经营”“承
诺即开工”，招商引资到位资金3.02亿
元。全面加强与省台办的对接联系，促
成 3 批次台商台企赴我县考察投资，
实现外事招商接洽“零”突破。

迎着初升的朝阳，从祁连县城出发，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
祁连山国家公园南麓最深处的央隆乡夏尔格村才缓缓露面。
一下车，牧场特有的香草气息夹着春雪的味道扑面而来。

刚结婚的第一书记李小龙已经提前到岗，走在大雪覆盖的
草原上，脚下发出咯吱声响。“这点冬窝子的草长得还不错，接春
羔基本没啥问题。”扒开消融的春雪，看着长势良好的草场，李小
龙一边对驻村工作队员格桑坚赞、杨正宝说，一边盘算着脱贫
户罗布藏今年的帮扶措施，一行人往罗布藏家里走去。

“罗布藏，这几天下雪，羊群都能吃上草吧？储备的青干草
够这个春天羊群吃吗？”“今年的羊羔产量大概怎么样？今年的
牛羊保险买了没？”格桑坚赞观察着山上的白藏羊群用藏语和
罗布藏唠着家常。

“前段时间你们通过视频提醒后，我又买了点青干草，现
在买草的渠道也多，价格也不贵。”罗布藏一边给刚生产的母
畜补喂青干草，一边说起自己的困难：“牛羊保险是好政策，确
实帮我们避免了很多损失，但现在销售上还是比较困难，希望
乡上给我们再想想办法。”

谈话间，李小龙拿起一捆捆青干草，边喂羊边说：“你放心，
我们将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强农惠农措施，再多找些销
售渠道，解决好牛羊销路的问题，确保大家收入稳步增长。”

随后，工作队员还认真讲解了一号文件中关于脱贫户的
一些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当听到会持续“落实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机制、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加强产业就业帮扶”等政策措施后，罗布藏竖起大拇指，嘴角
上扬，对未来的生产生活充满信心。

来到曲库村综合服务中心，这里正在召开一号文件精神
宣讲大会。现场群众认真聆听，时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而
发出啧啧的赞叹。宣讲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地讨
论着党的惠农惠民政策。

谈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话题时，村党支部书记南志纲信
心十足地说：“为响应一号文件精神，推动产业升级，增加经济
收入，今年我们将‘红源牦牛分社’变更为‘高原牦牛种牛繁育
场’。目前，牛场存栏良种牦牛700余头，计划再购置一些，今年
争取出栏170余头，可买种公牛、生产母牛和种犊牛，集体经济
的效益将持续放大，好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一号文件惠民利民的政策像春风一样吹到了祁连山深处
的央隆乡，在一号文件激励下，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生活肯定会更好！”

（特约记者 尹耀增 通讯员 沈延峰）

端起端起““旅游碗旅游碗””吃上吃上““生态饭生态饭””

追“智”逐“绿”奏响转型发展“奋进曲”

特色产业牵动乡村振兴“牛鼻子”

一学三促
万名干部下乡

祁连山深处传来祁连山深处传来““好声音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