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5年3月22日 星期六

版面 / 奕月 校对 / 晓峰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3A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为深入
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关于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我市紧抓
战略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创新开展

“一进三送一招”活动，通过市领导
包保服务、全要素协同保障、精准政
策扶持等一系列举措，为全市工业
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开展“一进三送一招”活动
中，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
范、靠前服务，深入中复神鹰、时代
新能源等重点企业调研指导，并亲
自带队赴北京、深圳等地开展招商
考察，积极对接宁德时代、比亚迪
等龙头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系统
谋划高质量发展路径。25名市级包
保领导密切配合、上下联动，深入
37家重点企业，解决企业困难问题
112个，问题化解率达100%，解决企
业融资需求21.1亿元，争取国家、省
级各类专项资金14.15亿元，创历史
新高。

制定印发《西宁市2025年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勇争先、求突破”
工作方案》等政策措施，通过建清
单、优机制、深谋划、强招商，深化政
企双向良性互动，为全市稳企业生
产、稳工业运行、稳经济增长奠定了

坚实基础。协调推进晶硅、锂电行业
承 诺 事 项 26 项 ，争 取 光 伏 指 标
1.8GW，落实资金39.4亿元；协调解
决高景、中铝、时代新能源、西矿同
鑫等 5 家企业产品运输、原材料供
应、政策支持等诉求10项。

全力推动生产要素联动协同保
障，推荐华电集团优先采购本地光
伏、钢材、电线电缆、水泥等产品，推
进祁连山水泥、欧耐特线缆等季节
性停产企业提前复产，推动西宁特
钢、天合光能科技等稳产企业扩大
生产。强化运力保障，对接青藏铁
路公司推动以高景为主的晶硅企
业采取“公转铁”运输，降低运输成
本，引导企业增产稳产。此外，全面
摸排企业（项目）融资需求，靶向召
开银企对接会，协调解决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强化政策解读及落实，编制《西
宁市 2025 年一季度工业领域专项
资金申报政策汇编》，动态建立“两
重两新”、工业转型项目库，成熟一

批、实施一批、申报一批，组织13家
企业（项目）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工
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项目。同时组
织东耀智显、蓝创信息等 250 余家
企业申报省级工业转型升级、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为全力攻坚招商引资，制定《西
宁市 2025 年招商引资工作攻坚行
动方案》《西宁市 2025 年在招商引
资工作上“勇争先、求突破”工作
方案》，细化年度目标，强化责任落
实。聚焦光伏制造、锂电储能等 15
个重点领域，编制《2025 年重点招
商项目册》《招商引资工作指南》，
谋划招商项目 233 项，总投资 1909
亿元。开展春季外出招商活动 41
次，其中市级领导带队 9 次，签约
中凯国源石墨烯快充锂离子短条
板电池生产等 30 个项目，绿色算
力数据标注基地等 3 个项目落地
实施。此外，组织450余人次召开招
商引资专题培训会，全面提升招商
引资质效。

3月20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求1029件次，
网民留言72件（西宁12345微信公众号57件，西宁市政府网3件，市委
网信办3件，码上减负4件，青海12345政务服务网站4件，中国政府网
1件），直接办理466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563件，回访305件。

热点问题：
1.消费维权52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2.劳动纠纷48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实处理。
3.供暖管理31件，无集中反映问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及

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和城达供热核实处理。

本报讯（记者 王琼）为进一步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作用，
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近日，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青海省临时救助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对临时救助的对象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进行了明确
和规范。

《办法》明确了临时救助范围。明确因遭遇火灾、突发重大疾病等
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
人为急难型救助对象；因病、因学、因住房等支出致困的家庭或个人为
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涵盖特困人员、低保家庭等常见群体。突破新增

“其他支出型救助对象”，即不在前列对象范围，但1—3月内收入低、因
生活必需支出致困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或个人，大幅提升
制度的可及性与政策实施的充分性。

《办法》规定了临时救助标准。在救助标准确定上，明确急难型、支
出型救助对象救助标准上限均不超过当地年城市低保标准的5倍。急
难型对象救助标准按当地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困难家庭人口
数和困难延续时限三个要素计算确定救助金额；支出型对象救助标
准以公式计算为主、分档救助为辅，合理确定救助标准。对情况特
殊，需要加大救助力度的对象，明确通过“一事一议”确定救助额
度，救助上限可达到当地年城市低保标准的10倍，确保救助实效。

《办法》提升了临时救助实效。针对急难型临时救助，明确实施“先
行救助”，24小时内落实救助政策发放补助资金。新增“小额救助”，以
当地月城市低保标准为上限，采取先救助后备案方式简化程序。进一
步精简申请资料，现有在册救助保障对象申请临时救助的，无需再进
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审核时间从7个工作日压缩至48小时。推行异地
申办，非本地户籍居民在居住地申请信息智能流转，切实做到数据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近日，青
海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海西
州某公司存在的网络数据安全违法
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开出我省首张
网络数据安全“罚单”。

经调查取证，海西州某公司存
在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护
义务的行为。其办公 OA 系统未采
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

据安全，存在未授权访问漏洞，致使
企业部分数据泄露。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四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令该公司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罚款；对直接
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分别处以
1万元罚款。

此次处罚凸显了数据安全合规

的重要性。企业应以此为鉴，强化合
规意识，规范数据处理行为，完善安
全防护技术措施，严格履行主体责
任，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持续强
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执法，
加大违法违规行为处置力度，筑牢
保护屏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稳
定大局提供有力网信支撑和保障。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一进三送一招”
为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青海开出首张网络数据安全罚单

我省出台临时救助工作实施办法

2025年省委一号文件中，对如何全力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如何提升农牧业防
灾减灾能力等方面给出了答案。就上述问题，
西宁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解读。

1.如何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

答：持续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生产基地，强化绿色食品、有机农畜产品认证
力度，有机草原认证面积实现全覆盖。做优
做精特色优势产业，扶持发展特色乡土产业，
支持民族特色手工业，做好做活乡村“土特
产”文章。健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完善

流通骨干网络，推动农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
级。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聚力打造

“净土青海·高原臻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品
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农业产业强镇。推进“农体文旅
商”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
目。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
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开展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2.怎样完善农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
制？

答：加强粮食生产、流通能力、应急保障

能力建设，增强粮食供给调控能力。理顺粮
食购销市场监管机制，深入推进国有粮食企
业改革。加强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消费监测
分析，建立大宗农畜产品价格监测制度，有效
引导生产和市场预期。

3.如何提升农牧业防灾减灾能力？
答：加强极端天气预测预报和灾害风险

监测预警，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建设现

代化防洪减灾体系，全面开展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和安全监测，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强化防
洪能力建设。加强灌区建设改造，推进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和沟渠整治，加快修复灾毁农
田及灌排设施。加强防护林建设。做好农作
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统防统治。提升森林草
原火灾综合防控水平。（未完待续）

（记者 李静 整理）

2025年省委一号文件解读③

春耕春耕 进行时进行时·· 政策暖风政策暖风进乡村进乡村

本报讯（特约记者 田得乾 石成砚）3月20日，省委副书记、省长
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
一行。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言荣一行来青考察表示欢迎，对西北
工业大学长期以来给予青海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
海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扎实推动
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中国式现
代化青海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希望西北工业大学发挥“总师型”
人才培养规模大、科研成果转化率高、人才培养实用性强等特色优势，
与青海共享发展机遇，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和产业“四地”建设，在
教育对口支援、人才交流培养、低空经济发展、高原医学研究等方面深
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良好局面。

李言荣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工大将
传承弘扬红色基因，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对接青海发展需要，深化交流
合作，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副省长杨志文、程基伟参加。

罗东川会见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一行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3 月 21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前往城
西区、城中区、城北区调研闲置资产
盘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
西宁的工作要求，坚定信心、锚定目
标，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办
法，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
提升。市领导王刚参加。

来到城西区盐湖巷总部经济大
厦，石建平听取全市闲置资产盘活

进展情况汇报，并与入驻企业深入
交流。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项目运
营水平，综合考虑现代办公需要、消
防安全规范等因素，依托现有基础，
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服
务，引育更多富有科技含量、环境质
量、就业容量、税源增量的项目，用
惠企的“阳光雨露”滋养企业“茁壮
成长”。

在城中区“西宁印象”、城北区
“朝阳印象”项目现场，石建平实
地察看业态布局、项目进展、商家

入驻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盘
活过程中的困难问题。他强调，
要深入挖掘整合地方历史文化、
建筑风格、商业基础，有针对性地
谋划产业业态。要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增强商业、餐饮、文创、旅游
等功能，捕捉时尚消费“新风口”，
打造消费购物“打卡地”，更好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紧
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加快项目进度，确保早建成早
运营早见效。

石建平调研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时强调

锚定目标 创新实干
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