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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州宣）海北州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参
保、人才培育、根治欠薪等方面，制定人社系统便民服务十
件实事，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人社”“服务人社”“行
动人社”。

一是做好结对合作和人力资源示范引领基层服务点选
育工作。搭建线上“直播带岗”和线下招聘相结合的对接平
台，重点举办山东援青专场、东西协作和周边合作城市张掖
招聘专场、州县重点企业用工专场、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
持续推进跨省有组织、规模化劳务协作，通过包车、包机等
点对点输送劳动者550人次以上，有组织转移就业9500人
次以上；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对人力资源示范点典型进行评
选奖补，打造一批就业服务示范点，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做好就近就业和“家门口”就业公共服务工作。打
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在全州所有村社区确定专职就业
保障联络员，每人每年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补贴，以门源
县劳动力市场及海北州线上零工驿站为载体，打造“零工市
场+就业驿站”灵活就业服务网络；围绕“四地”产业发展和
项目工程，开发岗位吸纳用工，激发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
利用“就业大篷车”和入乡进村巡回招聘等形式，就近就地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做实人民群众“家
门口”的就业服务。

三是做好民营企业和重点企业“一对一”人社定点定制
服务。持续开展“联县包片和联企包点”专项行动，建立全州
民营企业和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信息库，设立人社服务专
员，建立“问题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责任落实化”工作机
制，结合“送政策、送岗位、送补贴、送培训”等“四送”行动，强
化结对帮扶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传、用工保障、岗位
推荐、参保服务等“一对一”人社定点定制服务，切实解决重
点企业政策、资金、用工等方面服务保障实际困难。

四是做好山东援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奖补工作。制定
出台《山东援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每年设立山
东援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100万元进行配套补助，参照就
业补助资金奖补办法，重点支持实施效果明显、惠民面广、
带动性强的就业创业项目，实现山东对口支援就业创业补
助资金与省州就业补助资金互补落实，发挥出倍增效应。

五是做好岗前精准培训和技能水平等级评价工作。与
海北州职业技术学校、山东技工院校、互助家政等省内外相
关培训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围绕红色研学、非遗文化传承等
内容，探索开展精准性培训、菜单式培训，打造岗位梳理—
定向培训—就业上岗“链条式”就业服务模式。力争在州内
职业技术学校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做好职业技能初级、
中级、高级等级评价工作。

六是做好大学生等重点群体见习创业就业工作。加强
实名登记服务，动态掌握更新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实现毕
业生就业服务全覆盖。落实《海北州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
及见习基地管理暂行办法》，持续加大大学生、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创业、领办农牧区新型合作经营场所等政策资金
扶持，发挥好现有52家见习基地300多个岗位的使用开发
管理力度，为签订用工协议、吸纳大学生见习人员就业的基
地予以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

七是做好社保基金巡回和提级稽核工作。督促各县确
定专人做好稽核工作，州直、四县社保经办机构抽调人员成
立巡回稽核工作组，对州直及四县各险种业务经办工作进行
巡回跟踪稽核，按照“三函”“一书”“一报告”方式，建立“周自
查”“月抽查”“季巡查”“年互查”机制。加强大数据分析，开
展异常数据每月预警预判，对数据比对发现的各县重点数据
以抽样方式由州级经办机构提级稽查审核，切实加强社保基
金监管。

八是做好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组织专家开展服务基层行
活动。鼓励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壮大企业技能
人才队伍，重点打造“名医名师名家”工作室、“组团式”人才
帮扶、柔性人才帮扶。围绕产业创新和特殊岗位人才需求，
开展“校园引才”和“高端人才选拔”，争取引进聘用2名—3
名紧缺人才。组织相关行业专业技能人才深入开展“援青人
才高原行”“医疗专家基层行”“农牧专家田间行”等专家基层
行活动，切实为全州“四地”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九是做好“情暖农民工”和无欠薪行业、地域创建工
作。紧盯“三个关键期”全力做好根治欠薪工作。针对开工
期，严把开工“入口关”，联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促进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针对施工期，严守“规范关”，加大
施工期督查检查力度，确保“12345”专项行动落实；针对结
算期，严防“欠薪关”，建立高效工作协同机制，畅通维权渠
道，全力做好“情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努力创建无欠薪行
业、地域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十是做好人社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工作。推进“高效办
成一件事”，健全“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
推进机制，深入开展“人社干部走流程”和人社服务快行动，
建立“线上线下”集成服务窗口，推动关联事项集成办、容缺
事项承诺办、异地事项跨域办、政策服务免申办，着力营造
事项最简、流程最优、材料最少、速度最快的人社政务服务
环境。增强“帮办代办”能力，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老年
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陪同办、代理办、优先办等优质服务，
切实增强群众办事的便捷度、满意度和获得感。

海北人社便民服务十件实事发布
“居住环境好了，土地肥了，村民

收入高了……”走在刚察县哈尔盖镇
塘渠村，处处生机焕发，村民们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些改变得
益于塘渠村巧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村庄环境大变样村庄环境大变样

走进塘渠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
整洁的道路、停放规范有序的车辆。
谁能想到，几年前，塘渠村还路面尘
土飞扬、凹凸不平，生活垃圾随处可
见。

塘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福介绍，塘渠村地处青海湖北岸，
315 国道贯穿而过，总面积 5.93 平方
公里，是一个农业村。“为了建设好塘
渠村，在各级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我
们积极谋划，深度分析区域内的资源
情况，争取到了土地增减挂钩项目。”

什么是土地增减挂钩？就是将农
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
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
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
用地。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
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
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
建设用地，让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

张福说，以前，村民们不了解土
地增减挂钩的含义，所以项目实施初
期，有部分村民不愿意搬迁，在苦口
婆心劝说和不断宣传土地增减挂钩
政策下，村民转变了观念。现在，土
地增减挂钩带来的环境变化，塘渠村
的每个村民都真实感受到了。

100100户村民搬进楼房户村民搬进楼房

通过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塘
渠村建设了占地 1.3 公顷的塘渠村安
置小区，让 100 户村民从平房搬进了
楼房。

在塘渠村安置小区，一栋栋黄灰
相间的楼房错落有致，小区内配套设
施有综合服务中心、休闲广场、停车
场、健身器械等。

“没想到我们能住进这么好的楼
房里。”村民张啟全说。

张啟全兄弟俩长期和母亲生活，
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兄弟俩只能在
家从事养殖业。自从土地增减挂钩
项目实施以来，张啟全兄弟俩在安置
小区各自分到了一套房子。

2023 年，住到新房后，张啟全可
以在照顾母亲之余，到村集体养殖场
上班。他说：“以前的家里，夏天异味
大，冬天还得烧煤，现在的家里，夏天

没有异味，冬天是集中供暖，综合服
务中心就在楼下，办什么事情都很方
便。”

“通过拆旧建新、土地复垦等项
目，塘渠村按照村庄规划将塘渠村的
生活区和生产区分离建设，实现人畜
分离，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塘渠
村大变样。”张福说。

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实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实现““双增收双增收””

2023 年，塘渠村土地增减挂钩项
目实施完毕，腾出来的 42 公顷耕地使
用权归村集体所有，并按照“支部+专
业基地+农户+企业”发展模式，将村
庄划分为居住区、生产区、养殖区、种
植区、休闲娱乐区、生态旅游体验区
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也带动了村民致富。

“同时，在现有 339.8 公顷耕地的
基础上，塘渠村种植大户流转耕地
2000 公顷以上，扶持油菜加工企业一
家，引进油菜收储企业一家，把土地
增减挂钩复垦的所有耕地转租给合
作社、家庭牧场经营。”张福说。据了
解，2023 年，塘渠村通过耕地租金、改
良黄牛养殖等产业项目，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 63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2.4
万元。 （特约记者 赵越）

三月的草原春寒料峭，万里牧草
尚未返青。放眼望去，仍是一片荒芜
和沉寂，但从门源回族自治县皇城乡
西滩村的牧民家羊圈中传出的“咩
咩”声，让皇城草原活力满满……

走进标准化的羊圈，一只只新生
的小羊羔，四处撒欢、纵情欢跳，好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段时间，牧户王却生既要照看
母羊，又要照看羊羔，忙得不亦乐
乎。在给羊羔喂奶的间歇，王却生告
诉记者：“今年我家圈里共有1460只
羊，其中600多只母羊，都是从2月初
开始进行接羔育羔。虽然最近天气
比较冷，但现在我们这个是标准化羊
圈，基础设施完善，再加上饲草料充
足，80%的母羊已产羔，春羔成活率非
常不错。”

“小羊羔的来临，是我们牧民最
开心的事，它们成活率高了让我们心
里有了底气，让我们的钱袋子鼓了起
来。”王却生拍了拍自己的衣服口袋
说着便笑了起来。

与王却生一样，眼下是牧民们最
忙碌的时候，也是最开心的时候，因
为他们的幸福账单中又多了一笔收
入。

“在这个季节，新生的小羊羔格
外脆弱，极容易生病或死亡，你们要
注意对新生羔羊用碘酒进行脐带消
毒，要保证幼羔吃到初乳，还要时刻
注意棚圈温度，防止冻伤幼羔……”
皇城乡兽医站工作人员细心地给牧
民群众交代注意事项。

“接羔育幼任务是一年畜牧业工
作的基础，只有把接羔育幼工作做
好，才能促进今年畜牧业生产实现丰
收。这两天，我们要按照乡党委、政
府安排，结合‘一学两讲三促五提升’
干部下乡活动，深入各村牧户家中，
针对圈舍保暖、疫病防控及养殖户遇
到的疑难问题等积极开展技术指导
工作。”皇城乡兽医站站长马成贵说。

每年这个时候，是皇城乡兽医
站的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时候。为了
确保全乡牧民群众接羔育幼工作顺

利开展，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奔波在
路上，做好群众的保障兵，助力群众
增产增收。

“一直以来，我们乡始终把接羔
育幼工作作为增加牧民收入的重要
举措，提前计划、尽早部署、及时行
动。”皇城乡副乡长马占云说：“下一
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要求，立足地区特色资源和发展优
势，全力推进春羔生产、藏羊‘两年三
胎’、牦牛‘一年一胎’等规模化养殖，
建立健全牲畜标准化养殖体系，促进
全乡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好振兴
之路。”

据悉，今年皇城乡各类牲畜存栏
179100 余 头（只），其 中 ：羊 存 栏
165700余只，能繁母羊90900余只，产
羔61500余只，育活60900余只，成活
率达98.9%；牛存栏13400余头，能繁
母牛 8250 余头，产犊 380 余头，育活
370余头，成活率达98.1%。

（特约记者 杜照林 通讯员 祁玉
珍 王福梅）

本报讯（特约记者 马淑珍）近日，
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
院、州公安局、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
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州供销合作

社、州农牧和科技局七个部门联合开
展的 2024 年农资打假“春雷”行动正
式启动。本次行动旨在进一步营造
打假护农保春耕的良好社会氛围，让

放心优质农资更好更优地为农牧业
生产服务。

据悉，此次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从
3 月下旬起利用两个月时间，对全州
农业领域所有经营门店、种植养殖企
业和初级农产品加工企业等监管对
象开展全方位的普法宣传教育，继续
评选农资放心门店，建立管理与服
务、农资打假与扶优的农资监管长效
机制，构建新型农资经营网络，畅通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渠道，扩大放心优
质农资产品的覆盖面。

同时，按照农资打假专项整治行
动工作安排，针对农资领域、重点农资
品种和农资供应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及时受理群众投诉举报，严厉
查处种子、农药、肥料等领域的违法行
为，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假劣农资安
全事件，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

塘渠村：新政策带来大变化

草原寒未尽 牧民接羔忙

全州全州20242024年农资打假年农资打假““春雷春雷””行动启动行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