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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新风尚 让文明新风浸润西宁大地

春耕春耕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李静）春耕备耕是全年农业生
产的开局“第一仗”。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2025年全市春耕备耕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县区围
绕“稳面积、增单产、保安全”目标，强化组织部署、
物资储备、技术指导和政策保障，为全年粮食丰收
奠定基础。全市计划播种各类农作物面积185.81
万亩，截至目前，全市播种各类农作物2.67万亩。

我市积极争取各类资金570万元，实施粮油规
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耕地保护项目，示范推广生态
增效型“蚕豆+”种植模式0.2万亩。实施粮油等重
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整建制推进油菜绿色高
产高效行动23万亩，通过“百千万”亩核心示范区打
造，辐射带动油菜均衡增产和效益提升。实施扩种
油菜项目，在大通县扩种油菜面积1万亩。

根据今年种植结构调整情况，目前各县区农
业农村部门已经储备各类农作物种子 1176 万公
斤，加上农民自留和串换，能够满足春播需要。全
市各级供销社及社属农资企业已储备各类化肥
26.56万吨、农药940吨、农膜7800吨，其他农资正
在积极地调运中，能够满足春播需求。截至目前，
全市已发放各类支农信贷资金3.92亿元。

今年，全市预计将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9.37万
台，其中拖拉机8.87万台，配套机具10.5万台；目
前全市检修各类农机具3.87万台，培训农机人员
1570人。按照“春旱冬防”的原则，为保障春灌用
水，各县区启动各大灌区蓄水和渠道清淤工作，目
前完成春灌面积35万亩，完成渠道清淤470余公
里、修复险工险段9公里。

同时，扎实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销售假冒伪劣农资的行为，进一步净化农资市场。
截至目前，全市出动执法车辆42台次，出动执法人
员150人次，检查农资门店122家，没收过期种子
200余袋，立案2起，结案1起，罚款2500元。将督导
执法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同步进行，共发放宣传资
料3000余份，发放农药实名登记台账700余本。

我市春耕备耕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这几面锦旗不
足以表达我们的谢意，但是一片心意，真的
非常感谢你们！”今年第一季度，市公安局城
西分局反诈工作迎来了“开门红”，已累计向
14名被骗群众返还被骗资金共119.63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公安局城西分局
紧紧围绕全市公安机关电诈打防效能跃升
行动，依托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主动加强
与兄弟单位、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监管部
门的协同联动，全力开展打击电诈违法犯
罪和追赃挽损工作。第一季度，市公安局
城西分局累计向 14 名被骗群众返还被骗

资金共 119.63 万元。3 月 28 日，市公安局
城西分局举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
集中返还仪式，返还公安机关在办理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中拦截追回的部分受害人资
金。在此次资金返还仪式中，其中一笔50
万元为诈骗分子通过“线上诈骗、线下取
现”骗取的资金。城西分局在获取该案件
线索后，立即启动跨区域协同反诈挽损机
制，在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牵头指导下，与
青海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海东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共同协作、密切配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拦截被骗资金50万元，成功破获

了我市线下直流取现单笔最大金额案件，
也为今后各部门、各警种之间进一步紧密
协作，持续深入打击新型诈骗案件打下坚
实基础。

今后，市公安局城西分局将坚持打防
并举、齐抓共管、综合施策工作思路，深化
多警种联动和警银警企合作机制，拓宽合
作渠道，共同构建反电信网络诈骗立体防
线，以更强有力的手段和行动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庄严承诺。

本报讯（实习记者 措毛）4月1日，春风
和煦，黄河之畔迎来了一场文化与旅游交融
的盛宴——“青海春来早·尖扎等您来”2025
年春季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此举行。

随着一曲欢快的民族舞蹈在黄河岸边
翩翩起舞，活动在一片热烈的氛围中拉开
序幕。精彩纷呈的唱歌、走秀表演接连上
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顶点。五彩斑斓的彩
烟腾空而起，伴随着气球缓缓升空，活动正
式启动。这一刻，尖扎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热情好客的风土人情，向四方宾客敞开
了热情的怀抱。

活动现场，尖扎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与
户外俱乐部、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为尖
扎县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展销区内，非遗产品、农畜
产品、特色小吃、中藏医药等特色摊位琳琅
满目，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和品尝，展
现了尖扎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尖扎因山而灵，依水显秀，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近年
来，尖扎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国际视野、生态眼
光、文化视角，围绕省委生态文明“高地”、产
业“四地”建设目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加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积极
探索“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径，奋力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书写尖
扎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通讯员 陈奕希）今年以
来，湟中区聚焦培育文明新风、文明乡风、淳朴民
风，靶向治理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等陈
规陋习，持续加大推动移风易俗宣传引导力度，为
湟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精神动能。

据了解，湟中区紧扣“一盘棋”推进思路，构建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部门横向协
同”工作机制，按照“一月一主题”时序制定培育文
明新风路线图，持续组织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指导各区村（社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将抵制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纳入村规民约，
充实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革除陈规陋习等内容，
使村规民约从“墙上规章”变成“心上戒尺”。健全
完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统
筹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形成“组织规范引领—骨
干示范带动—群众主动践行”的善治新格局。

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先导作用，通过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组织“湟水新声”理论宣讲团成员深
入基层采取“主题宣传+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
答+便民志愿服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
组织开展“移风易俗知识集中宣讲”文明实践活
动，让文明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结合“一宣三促”等活动，切实推动文
明理念“入脑入心”。

坚持分众化、精准化，聚焦村情风俗选定三个
试点村，从农民群众愿接受、易实施、能见效的问
题入手，因地制宜制定“一村一策”方案，定制化培
育移风易俗试点村。在上新庄镇静房村推行“茶饭
四道”办丧事，为丧事宴席“瘦身”，用现代文明重塑
少数民族丧礼传统；在共和镇花勒城村搭建“家和
驿站”，创新“两碗”办丧事和村委提供“共享桌椅”
两项举措，为群众减负增效；在甘河滩镇下河湾村
打造乡贤“三件套”，成立“乡贤理事馆”和“好邻里”
志愿服务队，让移风易俗融入基层治理。通过“试
点探路—经验凝练—全域推广”的三步战略，让“一
村突破”转化为“全区共享”，推动文明新俗从“盆
景”变“风景”，绘就城乡文明的时代画卷。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客商纷至沓来、
项目集中签约、企业相继落户……今年开
复工以来，城西区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
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
和满意度为核心，聚焦政企沟通、要素保障、
服务效能等关键环节，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和
优化营商环境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挺进，让
更多好企业、好项目落地西区、开花结果。

随着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以来，
城西区大力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
不断健全招商机制，创新招商方式，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加快推动项目落地。为打造亲
清共赢生态，城西区以多元化、常态化沟通
机制为抓手，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严格
执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确保各类市
场主体平等准入，并通过青海省市场监管综

合业务管理系统向相关部门推送信息，实现
企业登记与审批、后期监管无缝对接。搭建
政企互动平台，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
谈会及“一进三送一招”常态化走访，鼓励企
业为全区发展建言献策，对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人才、融资、政策等问题及时排忧解难。

强化要素保障，构建“全链条”服务体
系，着力破解企业融资、人才等发展难题。在
金融支持方面，首创“网格化管理+金融服
务”模式，依托“甘霖”融资平台为中小微企
业提供贷款贴息服务，打造“1+1+1+4+N”
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推动“甘霖工程”3.0实
体化运行，引入深圳数据交易所设立青藏高
原首个数据要素服务工作站，并与图腾征
信、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等机构达成战略
合作，加速金融资源集聚。在人才帮扶方面，

通过城西区绿色产业孵化服务中心，深入落
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及就业补助资金发放，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接
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各类招聘促创活动。

简化审批流程，聚焦企业办事便利化，
城西区推行“极简审批”改革。整合涉企开
办部门集中办公，提供“全流程0.5个工作
日办结”服务，并免费刻制印章、寄递证照，
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创新政务服务模
式，通过“1+8+43”三级政务服务体系，推
动113项事项“一网通办、就近可办”；设置
跨部门联审联批窗口，实现“一号多办”；拓
展“跨省通办”服务，覆盖 81 项高频事项，
破解异地办事难题。此外，全面推广企业档
案“容 e 查”系统，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
向“好办、快办”升级。

本报讯（记者 晴空）4 月 1 日，春光和
煦，湟源县海拔最低的东峡乡率先开犁，迎
来全县一年的春耕。

在响河村南滩的耕地里记者看到，手
扶拖拉机、旋耕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声此
起彼伏，地头的村民们撒肥料的、平整土地
的、撒种子的各忙其事，远远望去如同一幅
动态的春耕美景图。

61岁的响河村村民伊国才是村里最早
购买旋耕机的农机手，这两天他的手机开
始忙碌起来，附近各村需要机器耕种的村
民陆续打电话向他预约。据伊国才介绍，
集中耕种就在这几天，四五天时间内他几
乎要全天作业，大概要耕种各村 80 多亩
（1亩≈0.0667公顷）的农田。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基本都是机器耕

种，一是方便，二是一亩地 60 多块钱就种
好了，比人工耕种要省时省力得多，降低了
劳动强度。”村民伊国龙正在耕种的是家里
的2亩土地，一块地种上了油菜；另一块地
正在种植小麦。手中拌入了农药的小麦种
子被染成了红色，一把一把均匀地撒入了
刚刚解冻的土地里，再沉睡十几天，小麦的
幼苗就将破土而出。十分看重春耕的村民
伊万成和家人选择用手扶拖拉机耕种，几
趟来回土地变得平整，为了让种下的油菜
籽根不要太深，他选择浅种。随着太阳上升
温度变高，他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一把把
颗粒饱满的油菜籽撒入新鲜的泥土里，种
下了村民新一年的期望。

在隔壁的灰条口村，村支部书记赵文
洲经过一番联络，确定了村里十几户村民

当天 12 点以后配合农机手的时间集中耕
种，因为村里的耕地基本位于上山，这里土
地化冻慢，只有彻底化冻以后，才能保证种
下的种子不被冻坏。

“我们村上共有耕地294亩，人均1亩
地。集中耕种的话三天就能种完，种植的基
本为小麦、油菜和马铃薯这几种农作物。”
赵文洲告诉记者。

记者从湟源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
全县计划播种面积为29.29万亩，其中：粮食
面积12.09万亩，油料面积6.93万亩，蔬菜面
积3.65万亩，其他作物面积6.62万亩。储备
各类作物良种189.16万公斤、有机肥7.95万
吨、化肥1.4万吨、农药28吨、农膜2000吨和
农机具24583台（套），基本满足春耕需求。

截至目前，共检修农机具7133台（套），
发放肥料11043.75袋516吨，检查种子、农
药、化肥、兽药等农资生产企业、经营门店36
家，立案查处涉农案件2起，办结1起。

春耕将自东向西延伸，当最东面的东
峡乡下脖项村已经基本完成耕种春灌后，
日月藏族乡山根村的村民们正围坐在一
起，忙碌地挑选优质蒜种，准备着种植 40
亩地需要的8000公斤蒜种，大力发展青蒜
苗种植产业。

清澈奔涌的南山渠水一路欢畅，流入
巴燕乡、申中乡、大华镇、波航乡、和平乡等
7个乡镇的38个行政村，灌溉面积达到6.58
万亩，保障灌区农田和林地的适时灌溉。

正是一年好时节，春潮涌动湟源大地。

尖扎县春季旅游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城西区以务实之举优化营商环境

给力！被骗群众的119万元追回来了

湟中区：
绘就文明乡风良序发展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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