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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瑜）为切实做好枸杞采摘关键期就业
工作，全力稳就业、保用工、促发展，7月17日，市人社局精
心组织我市带动效应强、和海西州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
的5家人力资源公司、4名劳务经纪人及我市县区人社、就
业部门负责人等16人参加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的“2025
年全省柴达木枸杞采摘劳务对接洽谈系列活动”。

为有效缓解柴达木枸杞采摘季节性用工需求，深化省
内外劳务协作，全市各级人社部门早安排、早部署，积极与
海西州人社部门开展劳务对接，详细了解当地企业用工需
求、岗位信息、薪资待遇等情况，依托劳务经纪人、人力资源
公司广泛宣传用工信息，充分调动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事采
摘枸杞，务工增收的积极性。通过搭建两地劳务协作平台，
既解决了枸杞企业季节性用工难题，又为全市农村劳动力
拓宽了就业渠道，实现两地优势资源互补，互利共赢。2020
年以来，已累计组织2万人次农村劳动力赴海西州从事枸杞
采摘工作，带动劳务收入超1亿元。

按照省人社厅《关于举办2025年全省柴达木枸杞采摘
劳务对接洽谈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依托全市各级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就业联络员等基层工作力量，深入乡镇、村，通
过张贴海报、入户推送、微信群、广播播报等多种渠道广泛
宣传海西州枸杞采摘用工信息，在乡镇、村社设立村级现场
报名点，为务工人员提供政策咨询、报名登记等“一站式”服
务，确保输转工作顺利进行。落实劳务经纪人奖补政策，提
高劳务经纪人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组织输转的积极性。
2020年以来，我市累计为30人次落实劳务经纪人补贴近22
万元。

在劳务对接洽谈活动期间，市人社局一行代表和枸
杞种植企业、种植大户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枸杞种植企业
采摘流程、工作环境及企业文化，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
流；我市劳务经纪人和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与枸杞种植
企业负责人沟通对接，达成合作意向。参会代表同时参
加了柴达木名优产品推介、劳务品牌成果展、百日千万专
项招聘会活动，详细了解特色劳务品牌的发展成果、服务
内容和品牌优势以及劳务品牌带动就业情况，进一步认
识到劳务品牌在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产业发展方面
的积极作用。

7月20日，北川湿地公园的晨雾里，68岁
的张建国牵着孙子的手走上木栈道。露水打
湿的青草间，修复一新的观景台倒映在湖面，
几位老人正围着新装的健身器材说笑。“两年
前这里晚上路灯都不亮，周边环境也没有现
在这样好。”老人指着岸边整齐的路灯，声音
里裹着感慨。

随着北川片区快速发展，周边区域公共
基础设施问题短板也日益凸显：济湟路路灯
失明超两年，夜间交通事故频发；铁路拆除后
留下的断头路，让南北片区成了“孤岛”；排污
管网断头导致污水横流，湿地公园多处设施
破损……如今，随着湟投公司专项攻坚小组
的清单化整改，275盏路灯重新点亮、3处污
水断头点位改造通联、北川湿地公园 180 余
处基础设施问题得到修复……这块贴在城市
皮肤上的“硬痂”，终于在学习教育的春风里
温柔剥落。

硬痂剥落：从“民生痛点”到幸福起点

大通县长宁镇后子河东村的排水沟前，
李生贵蹲下身掬起一捧清水。水纹里映着他
的笑，也映着半年前的狼狈——那时餐饮油
污直排，管道堵得像水泥块，污水漫到脚踝，

“投诉了多少次，疏通完没几天又堵，夏天根
本不敢开窗户。”

变化始于市级社会监督员的一纸反馈。
但这次，大通县并没有止步于“当场疏通”的
短期成效。县镇村三级干部当天到场，运维
单位清淤的同时，环保部门逐户走访餐馆，把

“油污处理不当要担责”的法律条文念到经营
者耳里；随后建起“周巡查、月回访”机制，村
干部每周带着台账来“打卡”；最终举一反三，
全县农村污水管网大排查，“环保责任进企
业”的宣传册送进了每个后厨。“现在饭馆门
口都装了油污分离器。”李生贵指着沟边崭新
的设备，“上周巡查发现有户餐馆滤网没洗，
第二天就整改了，这才是真解决问题。”

湟中区鲁沙尔镇的不动产登记大厅里，王
存德把红本本紧紧攥在手里。这个他等了8
年的不动产权证，曾是 5000 余户居民的“心
病”——历史遗留的产权不清、税费欠缴像张
网，把“安居梦”困在原地。“以前跑部门像‘踢

皮球’，这个说‘等政策’，那个说‘找开发商’。”
破解这张网，靠的不是“特事特办”，而是治

理理念的重塑。湟中区成立专项小组，将“周调
度、月销号、季晾晒”刻进台账，党员干部包干到
每栋楼，给5000余套住宅建“一栋一档”；创新
推出“证缴分离”，先办证、后追缴欠费，800余万
元欠缴税费在信任中逐步回笼；在鲁沙尔镇设
流动登记站，上门服务1000余人次，让行动不
便的老人在家门口拿到“红本”。

“拿到证那天，我给在外地的儿子打电话时
手都在抖。”王存德把证件放进贴身布袋，“这
不是一张纸，是政府跟咱老百姓的‘连心契’。”

织网成脉：从“碎片治理”到协同共生

中午12点的盛达国际新城小区，外卖骑
手李师傅扫开“宁晓哥”小程序，导航箭头直
指3号楼2单元。“以前进小区像闯迷宫，3号
楼能绕成8号楼，最多一次耽误20分钟，顾客
投诉、平台罚款，一天白干。”

这个让骑手头疼的“认路难”，考验着城
市治理的平衡术。城中区的解法藏在“线
上+线下”的密码里：线上扫码获取实时导
航，后台同步记录进出时间；线下挂起“骑手
友好型社区”标牌，主干道设荧光指引牌，连
单元台阶都标了数字。首批 10 个试点小区
运行后，配送时间缩短15分钟。

更珍贵的是，这场整改撕开了小口。市
总工会顺势推动40个“骑手友好社区”建设，

按每个小区 5000 元标准配套设施。“现在保
安见了咱会说‘慢点骑’。”李师傅跨上电动
车，车筐里的奶茶还冒着热气，“这种尊重，比
省15分钟更暖。”

城西区虎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8岁的
糖尿病患者赵大爷看着家庭医生在平板上记
血糖。“以前去大医院，排队两小时。现在王
医生每周上门，药吃完了一个电话就送过来，
连我爱吃的青稞饼对血糖的影响都记得。”

这变化源于对“基层医疗缺医少药”的革
命。城西区没止步于“加人添药”，而是重构生
态链：6家社区联合门诊建成，31名专家“沉”
到社区；107支家庭医生团队带着“你点单、我
服务”清单进小区，为16.8万居民定制“一人一
策”；基本药品配备率提至国家目录的90%，连
藏药制剂都能在社区开到。“不是简单添点药，
是真把咱老人的难处装心里了。”

肌理重生：从“权力本位”到民心所向

城北区鼎和家园12号楼的楼道里，马国
栋给邻居分“办证指南”。三个月前，他和29
户居民还在为“办不了证”发愁——开发商未
备案合同、房屋性质不明，跑了5年，得到的
总是“不归我们管”。

转折始于市信访局的“包案制”。12次协
调会，信访局把房产、税务、自规等部门“请”到
一桌，逐条梳理解剖。没有推诿，只有“今天能
解决什么”的务实。最终26户拿到红本，剩下
4户也明确了时限。“以前觉得政府门难进，现
在才明白，不是干部不想办，是作风没转到‘百
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上。”马国栋说，拿到证
那天，他特意请邻居吃了“庆祝饭”。

这种转变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样鲜
明。“12329”热线曾被“按月对冲”投诉淹没——
老规矩要求账户预留3个月缴存额，余额不
足就签不了约。中心调研后，果断取消限制，
推出“一次签约、全程有效”新规则，7833笔业
务线上办结。“以前为凑余额跟亲戚借遍了，
现在手机点一点就成。”刚办完业务的周女士
说。

甘河园区的清晨，环卫工李大姐捧着“一
元早餐”心里暖呼呼的。“以前凌晨4点上工，
啃冷馒头对付。现在花1块钱能喝热粥、吃
鸡蛋，门店就选在作业点附近。”这份温暖来
自“四级补贴”：省市托底、园区配套、商户让
利、个人付1元。如今，这模式正长成“全链
条职工关爱体系”，从环卫工到快递员，越来
越多劳动者感受到尊重。 （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记者从西宁
市财政局了解到，近年来，西宁市财政
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积极与上
级部门沟通协调，聚焦城市地下管网
老化、雨污分流不彻底、排水管网混错
接及排水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累计
争取落实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25 亿
元，支持全市72项地下管网改造升级
建设。

面对城市发展新趋势与人民群
众新期盼，西宁市财政局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两重”建设的
决策部署，将“有为财政”理念全面

落实到财政工作各环节，积极抢抓
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机遇，借助城
市 更 新 行 动 加 强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贡
献财政力量。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投入后，有效推动了西宁雨污水及
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与修复，减少
了老旧管网渗漏、破裂隐患，大幅提
升了地下管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
力得到增强，为西宁市地下管网这
一“里子工程”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
障。

对于后续工作，西宁市财政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政策研究，
紧盯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
债等政策支持方向。结合城市更新试
点城市建设，配合各行业部门精准谋
划针对性强、可行性高的地下管网项
目。同时，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加
强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管理监
督，建立资金使用跟踪机制，确保资金
精准投放、高效使用，切实增强城市

“里子”支撑力，为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水平、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注入强劲动
能。

本报讯（记者 小蕊）7月18日至20
日，“帮扶消费·鲜动京城”2025年北京
市商务局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合作地区优质农产品采销对接会在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举行。青海
省商务厅组织省内13家特色优质农产
品企业参加，牦牛肉、冬虫夏草、青稞
制品等高原臻品，走进首都“菜篮子”。

作为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承担着主城
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副中心的农
产品供应保障任务，为青海特色农产
品进入首都市场提供了重要平台。此
次我省参展的产品涵盖牦牛肉、藏羊
肉、黑枸杞、冬虫夏草、青稞制品、菜籽
油、高原蔬菜等多个品类，充分展现了

“净土青海·高原臻品”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是青海省商务厅落实青

京对口协作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在

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与北京
在消费帮扶领域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
系。活动中，青海省参展企业通过展
示推介、品鉴体验、现场洽谈等多种形
式，与首农集团、新发地、物美、京东等
30 余家北京采购方开展深度对接，进
一步拓宽青海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

青海省凭借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
和纯净的生态环境，培育出了一批具
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目前
全省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达1115个，其中48个产
品成功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青海省牦牛、藏羊可追溯数量突
破780万头（只），有机草原建设认证面
积超过1.2亿亩。今年上半年，青海省
农产品出口创汇达3亿元，增长2.5倍，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冬虫夏草、冻鳟

鱼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高原特色农
产品远销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

本次活动作为北京市消费帮扶系
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的创新模式，
通过消费帮扶，不仅为青海特色农产
品提供了展示平台，更是助力脱贫地
区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青海省累计向外输出牛羊肉
油料、青稞、枸杞、露地蔬菜等高原特
色农畜产品价值达232亿元，辐射带动
53.8万农户实现增收，有力推动了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看西宁新风

推进枸杞采摘劳务对接
西宁力促用工就业双赢

采访时总被细节打动：李生贵给疏通
的管道拍视频发朋友圈的郑重，王存德攥
红本时颤抖的手，李师傅说起“保安递水”
的不好意思……这些瞬间，是八项规定精
神在基层落地生根的最生动的注脚。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是抽
象口号，当“群众满意”取代“上级评价”成
为标尺，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便有了新注
脚。这些变化正在成为城市的“内生动

力”：“周调度”让整改不流于“一阵风”，
“举一反三”让“解决一个问题”变成“治理
一类现象”，“协同联动”打破“部门墙”。

行走在西宁街头，看孩子在设施齐
全的广场公园内奔跑嬉戏，听老人议论

“办事越来越方便”，深刻懂得：八项规定
给这座城的，不只是路灯亮了、管道通
了、证件办了，更是一种深层滋养——让
干部肩膀更能扛事，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群众心里更有底气。而这恰是党中央开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的深
意：它以作风建设为切口，清除干群间的
无形壁垒，让干部回归“为人民服务”的
本真，在解决“老大难”中锻造担当能力，
推动治理从“权力本位”转向“人民本
位”，最终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这正是把制定
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
的徙木立信之举的深层意义。

这滋养，正让高原古城长出更坚韧、
更温暖的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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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商务高质量发展
超长期特别国债赋能西宁地下管网提质升级加速

我省我省1313家企业参展北京消费帮扶活动家企业参展北京消费帮扶活动

作风之雨润西宁作风之雨润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