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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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小蕊）为深入学习贯彻省
委主要领导调研西宁时的“五个之城”工作
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着力构
建提升城市活力的现代化创新体系，3月25
日，城北区活力YOUNG谷平台正式启动。

城北区活力 YOUNG 谷平台以“七
有”工作要求为指引，高效链接政策支
撑、高校资源、企业需求，设置信息采集咨
询服务区、人力资源发布区、科创成果展示
区、校企合作洽谈区、青年议事活动区以及
高校集中办公区6大功能区域，为高校及企

业搭建了资源共享、创业共建、成果共创的
一体化平台，是政产教融合发展的绿色通
道，也是激发城市活力的全新引擎。

城北区活力YOUNG谷平台的建成是
主动融入全省产业“四地”建设和市委

“一个创新服务基地、三个中心城市”定
位，推动打造高端人才创新聚集地、产业
工匠创业先行地、科创转化主阵地、新质
生产力策源地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城北区
在助力推动省市联动打造北川创新创业活
力区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城北区将以此

次揭牌仪式为契机，锚定“强省会”工作
目标，大力推进产业兴链、人才活链、服
务强链，推动各类政策资源要素向算电协
同、绿色低碳、高原康养等新兴产业领域
拓展延伸，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
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更好服务
融入省市发展大局中实干争先。

城北区活力YOUNG谷平台正式启动

3月25日，城东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出动60名环卫职工、5台高压冲洗车、2台
洒水车，对火车站广场及周边市政道路设施进行全面清洗，进一步提升市容市貌品
质。 （记者 晴空 摄）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省卫生健康委大
力促进全省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持
续推动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化，近
日联合省财政厅制定印发《青海省鼓励乡村
医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鼓
励乡村医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提高
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人员
占比，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更
好守护农牧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积极鼓励，提高持证占比，支持和鼓励全
省在村卫生室执业的乡村医生，积极报考执
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鼓励乡村医生参加考前技能和理论
培训，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在培训请假方面
给予照顾，并妥善安排其培训期间的相关工
作，让乡村医生安心备考，提高考试通过率。

加强统筹，抓实保障经费，对通过考试
取得相应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乡村
医生，省级财政按照考试培训总费用的50%
予以补助，补助最高总额不超过12000元，超
出费用自理。补助政策自2025年1月1日起
实施，实施周期为三年，后期根据全省实际
情况确定是否延续政策及期限。

严格审核，规范补助程序，各级卫生健
康部门和财政部门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
各方责任，按照属地化管理和“谁主管、谁负
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规范报考人员
审批流程，严格执行补助政策，多措并举，确
保本地区乡村医生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人数的比例逐年增长，不断夯实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底。

《方案》的印发对我省进一步健全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卫生事业发展
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郭万财）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在北川大地广袤的
田野上，清澈的渠水顺着渠道源源不断
流入农田，这标志着大通县春灌工作全
面开启。

“今年水管所把水渠重新修了后，水
流量也大，灌溉得也快，两三天就能灌溉
完。”景阳镇小寨村村民刘延才说。近
日，记者在大通县长宁、景阳地区的农田
里看到，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春
灌。大通县北川渠管理所技术人员来到
田间地头，指导村民开展春灌作业，现场
一派忙碌景象。看着汩汩流入田间的渠

水，村民们满脸喜悦。长宁镇新寨村村
民贺生庆说：“这两天大伙儿都忙着给庄
稼补水，浇透这茬水，秋后的收成就有了
保障，粮食产量能提两成，乡亲们的钱袋
子也能跟着鼓起来。”

为确保水资源高效利用，大通县北
川渠管理所按照“总量控制、定额管
理”原则，依据田间用水需求，科学制
定用水计划和水权分配方案，与各用水
户签订供用水合同。同时，对辖区 4 个
乡镇 24 个行政村及西宁市城北区部分
企事业用水单位下达用水指标，合理安
排灌溉周期，实行轮灌制度，优先保障

粮食作物灌溉用水。同时加强节水宣
传，倡导群众科学灌溉，节水灌溉，推
动农业灌溉节水降损，为灌区粮食安
全筑牢供水保障。

据大通县北川渠管理所相关负责人
介绍，灌区今年计划春灌面积7万亩，灌溉
周期为45天，日均引水量26万立方米，预
计春灌期间共计用水量1170万立方米左
右，农田春灌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目前，大通县五大灌区已全部开闸
放水，预计春灌工作将于 4 月底全面完
成，为全年农业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马铃薯作为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
其产业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
增收意义非凡。3月19日，记者走进湟中
区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这里正火热
开展的种薯拉运与脱毒育苗工作，成为了
推动马铃薯产业前行的生动注脚。

在良种繁育基地的院子里，工人们熟练
地分拣着马铃薯，他们仔细挑选出形状饱满、
无病害的优质种薯。分拣好的马铃薯被送上
运输带，精确无误地装进种植户的车内，运输
带的滚轮飞速转动，承载着丰收的希望。

“我从2016年种马铃薯，快10年了，一
直用中心的种子，毕竟是原种，拉着也放
心，产量、质量没话说，种子都是脱毒的，种
得放心。”种植户赵元忠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些种薯经过精心筛选培育，
具备高产、抗病等优良特性，能为种植户带
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今年储存了200万公斤，依据种
薯的分拣指标进行分拣，剔除病薯、烂薯、
畸形薯，剔除以后分装然后调到各个乡
镇。今年种子有5个品种，除了常规的‘青
薯9号’‘青薯2号’‘青薯10号’以外，我们
还繁育了2个新的品种，‘青薯29号’和‘青
薯20号’，都是晚熟品种，去年在试验田的
产量特别高。”湟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
主任祁玉梅说。

不远处的脱毒育苗间里，却是另一番
安静而严谨的工作场景。几位工作人员专
注地整理着育苗容器；两位工作人员戴着
隔热手套，将刚从高压蒸汽灭菌锅中取出
的培养基拿出来，放置在操作台上冷却；脱
毒育苗间内，身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无
菌操作台前，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马铃薯组
织，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每天要把这种感染的苗子，比如培养基发
黑、发黄的苗子清理出去，然后进行高压灭菌消
毒、清洗，每天一遍。”育苗架旁，技术员王惠正
逐一检查着已上架的种苗，眼神专注而敏锐。

在这里，从茎尖剥离、组织培养到幼苗
驯化，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科学流程，确
保培育出的脱毒苗健康茁壮。

“我们每年要繁育50万株的脱毒苗，用
50万株脱毒苗繁育150万粒的微型薯，现在
正在进行培养基的制作，进行切苗的阶段，
切完之后到6月份移栽到这个玻璃温室就
可以生产微型薯。”湟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副主任祁玉梅介绍。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今年，西宁市城
中区人社局以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
盼”、聚力打造优质人社领域营商环境为
目标，着力构建更加“舒心”的就业环境、
更加“暖心”的市场环境和更加“安心”的
法治环境工作场景，以高质效人社服务护
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就业创业，城中区人社局实施
“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
月”等9项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开展“乡村
招聘大集”“人才夜市”等高密度招聘活动
31场，组织15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957
个，达成意向3598人，不断搭稳就业供需
桥梁。深化特色零工服务品牌，为灵活就
业群体和用人单位提供线上+线下“一站
式”便捷公共就业服务活动45场，注册企
业 176 家，提供岗位 1105 个，注册求职者
2111 人，匹配灵活用工订单 1.87 万单，日
均工资达279元，全方位提升零工就业服
务品牌在带动就业增收、服务民生需求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聚焦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难点、痛点、
堵点问题，城中区人社局持续推进“好办”

“快办”服务，对7项社保“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和3项就业“打包办”事项进行流程再
造、材料精简、时限压缩，累计办理养老保

险待遇资格认证2.54万人，发放死亡一次
性待遇281人1404.11万元，办理打包办事
项共38条，实现“一次申请、一窗受理、限
时办结”。聚力服务市场主体发展，用好
就业资金补贴、稳岗补贴等政策杠杆，为
4000 余家企业降费减负 4681.28 万元，发
放稳岗补贴 2357 户 2146.47 万元，社保补
贴51 人35.12 万元。大力实行“企业办公
日”延伸服务模式，对培训开班申请、操作
指南、补贴申领等流程操作进行讲解，鼓
励企业自主开展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转
岗转业培训共3870人，帮助企业职工精准
就业。

聚焦用工保障，以提升仲裁办案质效
和服务水平为抓手，依托“新就业形态劳
动纠纷调解工作室”“劳动纠纷领域诉源
治理‘安薪’联合工作室”“劳动纠纷调解
室”，创新“人社＋N”联调模式，协同法院、
司法局、总工会等部门靠前服务，调解
1149件，切实提高劳动争议案件联动化解
效能，有效维护劳动关系双方权益，并积
极推行“案前调解+速裁”办案模式，简化
办案流程，实行容缺受理，全流程优先调
解、要素式庭审缩短审理周期，实现快速
处理农民工争议案件 109 起，涉及 619 人
941.12万元，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日，湟源县发改局
召集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施工、监理、乡
镇、村委等相关单位组织召开湟源县2025年
中央财政以工代赈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第一
批）规范化实施推进会，标志着湟源县 2025
年度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开启。

据悉，今年，湟源县共争取落实以工代
赈项目13项，项目涉及申中乡庙沟村、卡路
村、星泉村、窑庄村、韭菜沟村5村的污水管
网建设及大华镇、日月乡、和平乡等乡镇的
河道防洪挡墙、灌溉沟渠设施建设，总投资
达5380万元，计划项目全部建成后带动周边
群众就业人数不少于448人，发放劳务报酬
不低于1361万元，人均增收3万元。

推进会的召开充分发挥了即将开工的
11 项污水管网以工代赈项目拓岗位、稳就
业、保民生的重要作用，要求各参建单位要
全面认识和把握以工代赈政策“赈”的初心，
始终将实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与促进
农牧民就业增收双发力”作为项目实施的基
本落脚点，最大程度发挥以工代赈项目赈济
成效。始终把带动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
作为项目实施主线，推行工程质量与劳务用
工双把关，坚决防止出现“重建设、轻赈济”
现象。

同时，聚焦项目吸纳务工，业主单位、乡
镇、村委、施工单位间要建立劳务沟通协调
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精准摸排村内有务工
需求的群众数量并及时吸纳至项目工地。
项目建设中广泛吸纳脱贫户、监测户、易地
搬迁户、其他低收入人群参与务工，尽可能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发放更多的劳务报
酬，促进村内群众共同富裕。充分发挥以工
代赈政策功能作用，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
通过师傅帮带、劳动技能专项培训等“授人
以渔”的方式，面对面、手把手地将瓦工、木
工、砼工、钢筋工等方面的经验传授给务工
群众，帮助“低技能”群众学会一技之长，让

“力工”变“技工”，激发村民群众依靠自身劳
动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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