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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今年以来，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积极融入青海
省“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格局，
充分发挥文化旅游资源大县优势，创新
推出集冰雪体验、文化活动、体育赛事、
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周末游产品，全方位
展示“彩虹故乡·七彩互助”的独特魅
力，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为丰富业态多元拓展产品，互助县
依托土族故土园、卓扎滩原生态景区、
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等优势景点和品
牌效应，创新打造“西部武侠城”“回老
家过年”等主题活动，精心创设古装快
闪、小剧目巡演、篝火晚会等精彩纷呈
的文娱节目，将文化演艺与现代光影艺

术巧妙结合，让游客在体验光影艺术的
同时，领略到互助县深厚的文化底蕴，
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满足游客多元化
需求，激发游客夜游欲望，带动夜间消
费经济。

互助县优化线路提升服务保障，以
县内A 级景区为重点，精心设计民俗、
生态、红色、乡村等周末游线路，满足自
驾及公共交通出行需求。重点推介“七
彩家宴”“河湟洋芋宴”“八眉猪宴”等地
方美食，吸引游客品味“互助味道”。完
善“特色民宿+星级酒店”住宿体系，推
荐高峰大厦、天佑德大酒店、纳顿·缘起
禅意民宿等优质住宿选择。同时，以青
绣（盘绣）产业基地为引领，推出盘绣、

烙画、香包等非遗工艺品及青稞酒、酩
馏酒等特色商品，丰富游客购物体验。

同时，持续巩固拓展“赛事为媒、文
旅搭台、农商唱戏”的五业融合良性互
动和协同发展局面，高质量组织元宵节
系列文化活动“一乡一品”文化品牌展
示暨精品社火巡展、“二月二”传统擂台
庙会、“青 BA”群众篮球联赛（互助赛
区）等品牌活动，依托赛事活动，宣传互
助旅游线路、推介互助特色美食、展销
互助农特产品、带动互助群众增收，实
现赛事引流、以赛促旅、以赛促销，培育

“农体文旅商”新增长点。
互助县精心打造立体化推介矩阵，

组织专业团队赴兰州、西安、银川等西

北重要客源城市开展文旅资源推介，全
方位展示互助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魅力。紧扣“周末放松·去趟海东”主
题，聚焦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
求，精心策划系列高品质宣传内容，通
过互助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微信公众
号等全媒体平台进行矩阵式传播，形成
多频次、高密度、广覆盖的宣传声势，持
续提升“彩虹故乡”文旅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近日，海东市乐
都区西关街幼儿园
以春日为卷、以童趣
为笔，开展多元素主
题 活 动 。 通 过“ 诗
—伞—画”三维体验
空间，让 200 余名幼
儿在沉浸式活动中
触摸文化根脉。

本报记者 赵新
秋 通讯员 许晓丽
李晶 摄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今年以来，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以东西部劳务
协作为抓手，紧扣“促产业、促就业、促
稳定”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招聘、

“点对点”精准输送、“校企地”协同培养
等举措，持续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助力
乡村振兴。

互助县创新采用“线下招聘+线上
直播”模式，组织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
等地 220 余家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 7
场，提供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岗位

8000余个。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
累计吸引4000余人次在线互动，实现岗
位需求与求职意愿的精准对接。今年
以来，通过“春风行动”等专项活动，达
成就业意向 1053 人，城镇新增就业
1748人，就业形势持续向好。

为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与
无锡市新吴区签订劳务协作战略协
议，建立“岗位需求—技能水平—就
业意愿”智能匹配模型，依托两地用
工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点对

点”包车输送方式，累计向江苏、浙
江等地转移稳定务工人员200余人，长
期省外务工人员达339人，人均月收入
突破 5000元，同步开展务工人员权益
维护、法律援助等服务，确保输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互助县推行“订单式”“委托式"培
训模式，开展土族盘绣、家政服务等 23
个工种技能培训4820人次，为重点企业
定向培养技能人才202人。建立训后跟
踪服务机制，对未就业人员持续开展岗

位推介。打造“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发
展企业及个体户 300余家，从业人员达
1.6万余人，年劳务收入超 5亿元，形成
居家保洁、母婴护理等25类标准化服务
体系。

开发公益性岗位 566个，发放岗位
补助714万元。推进“互助家政”与居家
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7641名老年人提
供专业化服务，拨付政府购买服务费
691万元，实现就业增收与民生改善互
促共进。

东西部劳务协作筑牢民生保障根基

本报讯（记者 赵新秋 通讯员 靳
有兴）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坚决扛起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
责任，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发展思路，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
以“绿屏障、绿河谷、绿城区”的“三绿”
建设为抓手，切实筑牢青海东部绿色屏
障，努力打造“绿色生态”核心区。截至
2024 年末，全区林地面积 88766.67 公
顷、占总土地面积的 29.1％，草原面积
109786.67 公 顷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4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 70.9%、森
林覆盖率为41.02％，森林蓄积量145.73

万立方米。
依托三北、天保等国家重点工程，

持续开展南北两山、湟水河两岸生态修
复工程和义务植树造林工作，乐都区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三北”工
程、天然林保护、公益林建设等项目 30
个，完成各类营造林58346.67公顷。

乐都区实行各级林长、生态管护员
网格化管理，共同发力做好全区天然林
及公益林管护工作。2024年，累计聘用
7341名护林员，加强天然林和国家级公
益林管护力度，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
国家公益林管护面积 72833.33公顷，登
记在册的古树名木70棵，累计完成林业

有害生物防控面积 35220公顷，有害生
物成灾率为0%。

乐都区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
品位为目标，通过采取见缝插绿、拆墙
透绿、拆违建绿、规划增绿等措施，持续
开展城区主要街道、片区裸露地、公园
广场、住宅小区美化绿化及景观提升改
造工程。2024年，建设、改造各类公园
绿地10个，面积146.2公顷，城区绿化覆
盖面积 908.61 公顷，覆盖率达 45.43%，
较2020年增长了4.7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乐都区将林草产业
发展作为有力抓手，不断探索林草产业
发展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着力打造优质林果基地，
打响乐都特色品牌。2024年，累计建成
各类绿色产业基地 2826.67 公顷、特色
养殖基地 3 个、各类林业合作组织 397
家、千万元以上规模企业1家、农业产业
化省级龙头企业4家。实现林业产业总
产值稳步增长，2024年达到4283.925万
元 ，其 中 ，特 色 经 济 林 种 植 面 积 达
893.33 公顷，特色经济林产量 614.145
万公斤，产值达6542.91万元。

乐都扎实推进林草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非常感谢
民政部门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的及时
救助，我母亲现在都还在外面流浪。”近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精心组织开
展流浪乞讨人员回访慰问活动，曾受助
的流浪乞讨人员对回访的工作人员道
出感谢。

今年以来，互助县精心组织部署，
成立由民政部门牵头，公安、卫健、各乡
镇协同参与的专项工作小组，统筹各方
资源，借助大数据分析，结合实地走访，

对近期返乡流浪乞讨人员及易反复流
浪群体展开地毯式排查。

专项小组深入基层一线，来到威远
镇、五十镇等乡镇，走访慰问受助人员家
庭。通过发放大米、食用油、牛奶等生活
物资，切实解决其生活困难；与受助人员
及家属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受助人返
乡后的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及实际需求，
现场宣讲救助政策，鼓励其树立生活信
心，全方位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为进一步巩固救助成果，了解救助

对象返乡后的生活状况，近年来，互助
县民政部门流浪乞讨机构对救助对象
家庭坚持点对点，详细了解受助者返乡
后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以及目前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宣传相关救助政策和法
规，协调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
活物资和救助政策支持，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

“通过回访，能及时发现救助对象
在回归社会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进而
有针对性地调整救助策略，实现从‘救

急难’到‘可持续帮扶’的转变。”互助县
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救助工作不
仅仅是提供临时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关
注受助者的长远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
升。

互助县将持续深化救助服务，完善
救助管理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联
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常态化、精
准化救助格局，不断提升流浪乞讨人员
保障水平，为建设和谐互助贡献更大力
量。

爱心救助“回头看”暖心回访见真情

本报讯（记者 石军 通讯员 王金
锁）春风拂过，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川口镇边墙村村委会，映入眼
帘的是廉政文化长廊，在边墙村村委会
门口的公开栏，困难群众名单、村级财
务收支、一事一议等内容张贴其中。

“村里的大额开支、惠民惠农政策
等信息都会在公示栏公开，群众随时能
了解到村里的具体事务，村民的家底子
很清楚。”民和县川口镇边墙村大学生
书记马萍说。

近年来，民和县坚持育廉于有形，
润廉于无声，通过监督促廉、制度固廉、
文化润廉等举措，创新廉洁教育形式，
多点发力深耕廉洁文化建设，大力营造
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提升基层治理成
效，绘就乡村振兴清廉底色。

“我们积极探索村级监督模式，建立
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监委会主任
通过参加或列席村两委班子会议和民主
议事协商会议、入户走访、接待群众来
访、征求意见等方式对党务村务、财务管

理等事项开展日常监督。同时，结合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设立群众投诉意见箱，拓宽群众反映渠
道，有效打通村级监督‘最后一公里’。”
川口镇纪委书记寇明璞说。

民和县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历
史文化中的廉洁元素，赓续红色血脉，推
动廉洁理念融入红色基因传承和基层社
会治理。积极开展家庭助廉、传家训树家
风等活动，让清正廉洁的新风尚成为经济
发展的亮丽底色。截至目前，完成22个

村、10个乡镇、2家企业、18个机关单位廉
洁文化创建，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基层
廉洁文化阵地，民和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不断完善廉洁体制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营造人人崇廉、人人讲廉、人人践廉的良
好氛围，让清廉之风长久吹拂。

民和绘就乡村振兴清廉底色

互助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本报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子
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来到

黄河流经青海的最后一个峡谷——禹
王峡。碧绿的黄河水，如一条温婉的
丝带，在峡谷间悠然流淌，水面上波光
粼粼，与两岸的景色相映成趣，勾勒出
一幅宁静而壮阔的山水画卷。

走进峡谷北侧的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禹王峡景区，千树万枝正吐露着
新芽，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而在这
一片新生的绿意中，一棵已过而立之
年的山杏树格外引人注目。它满树繁
花，粉艳的花朵簇拥在一起，如少女羞
涩的粉腮，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为黄河
峡谷撑开了一片灿烂芬芳的春天。

在那巨型花伞般的树冠下，一位满
脸沧桑的古稀老人正静静地伫立着。
他的目光温柔而专注，仔细打量着满枝
的杏花，时不时伸出粗糙的手，轻轻触
摸着花枝，而后凑近鼻子，深深嗅着那
淡淡的花香，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

这位老人叫马进才，今年77岁，是
民和县中川乡峡口村人，也是一位有
着 56年党龄的农村老党员。他，就是
这棵山杏树的主人。

回溯到30年前，那时的禹王峡一片
荒芜，放眼望去，没有一棵树，只有耐旱
的蒿草和星星点点的灌木顽强地生长
着，尽显寂寥。“峡谷里有这么好的黄河
水，谷坡里为啥没有树？如果种上树能
成活吗……”世世代代生活在禹王峡
口的马进才，望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心
中暗自发问。这一连串的疑问，如同一
颗希望的种子，在他心底悄然种下，也
催生了他尝试种树的决心与行动。

1993年，31年前的那个春天，马进
才小心翼翼地将自家园子里的一棵山
杏苗移栽到了禹王峡的荒坡上。从那
以后，每天，他都不辞辛劳地从黄河边
挑水，沿着数公里蜿蜒崎岖的峡谷羊肠
小道，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那棵树苗。

终于，第二年春天，当马进才气喘吁
吁地爬上山坡，看到山杏枝条上冒出的
新芽时，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
和收获感。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努力
有了回报。此后，一棵、两棵、三棵……
他说每年都坚持不懈地种着。

时光悠悠流转，2014年，禹王峡被
开发成景区。此时，马进才在 20年时
间里种下的山杏、榆树，早已郁郁葱
葱，成荫成林，为这片曾经荒芜的峡谷
披上了一层翠绿的衣裳，成为黄河流
经青海最后一道峡谷里难得的生态
绿。后来，随着景区的不断开发完善，
樱花、月季等一批观赏性的花草树木
也在这里扎根生长，让禹王峡成为游
客踏春赏花、观赏黄河生态美景的热

门打卡地。
31 年如白驹过隙，马进才从曾经

的中年汉子变成了如今的古稀老人，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而
他种下的禹王峡里的第一棵山杏苗，
也从一株孤弱的小枝茁壮成长为参天
大树。2022 年，马进才因其多年来对
绿化事业的执着坚守，被推上中国好
人榜，他的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

记者现场大概估测了一下，这棵
山杏树高七八米，主干直径达33厘米，
粗壮而坚实，树冠半径约 5米，如同一
把巨大的花伞，为人们撑起一片浪漫
的天地。景区贴心地在树冠下制作了
围树凳椅，方便游客在树下休憩赏花，
感受这份春日的美好。

岁月匆匆，三十多年一晃而过。
这棵山杏树，用春天的粉艳、夏天的葱
翠、秋天的金黄，回报着马进才老人数
十年来的艰辛付出。它也像一位无声
的使者，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游客慕名
而来。

“听说禹王峡里有一棵山杏树，是
这里种活的第一棵树，现在正是杏树开
花的季节，我们就是想亲眼看看这第一
棵树到底啥模样。”一对年轻的情侣游
客说道。他们说，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过
有关禹王峡第一棵树的报道，最近又刷
到了好多民和花开的短视频，想着禹王
峡的第一棵树也该开花了，于是趁着清
明假期，特意前来一探究竟。

如今的禹王峡，经过景区的精心
打造，绿化面积已达20公顷，观赏花木
成林成景。每年旅游季节，这里绿树
成荫，繁花簇拥，游客如织。

4月6日，记者走进禹王峡景区，在
那淡淡的春意中，马进才老人 31年前
种下的那棵山杏树满枝芬芳，娇艳欲
滴。陆陆续续的游客悠闲地漫步在游
步道上，尽情欣赏着黄河峡谷的迷人
风光，当然，也不会错过在禹王峡第一
棵山杏树下打卡留念，感悟种树老人
植树护绿的家国情怀。

站在杏树下仰望，枝头鲜花簇拥，
有的含苞待放，如羞涩的少女；有的吐
蕊绽放，尽情展现着自己的美丽。花
间，蝴蝶翩跹飞舞，蜜蜂忙碌采蜜，偶
有小鸟落枝，欢快地轻歌，此情此景，
如诗如画，令人深深陶醉。

马进才老人望着这片自己亲手打
造的绿色天地，眼中满是欣慰与期待：

“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禹王峡的生态
绿化，相信不久的将来，禹王峡定会成
为看得见的‘绿水青山’……”他的话
语，如同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在这
春日的峡谷中回荡，也让我们对禹王
峡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 。

禹王峡里，又见一年杏花红

本报讯 （记者 张璐） 近日，海
东市总工会积极响应“稳就业、保稳
定”号召，深入贯彻落实“春送岗
位”专项服务行动，组织市内 7家企
业走进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开展了以

“职业赋能 匠心筑梦”为主题的 2025
年青海省职业院校毕业生春季校园供
需见面会专场招聘活动，初步达成就
业意向86人次。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前来咨询和
投递简历的毕业生络绎不绝。招聘企
业涉及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
多个领域，提供了涵盖技术研发、生产
管理、市场营销等多种类型的岗位，满
足了不同专业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在
招聘过程中，企业招聘人员与毕业生
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介绍了企业的
发展前景、企业文化、岗位要求和薪资
待遇等内容，并耐心解答毕业生们提
出的问题。毕业生也积极展示自己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表达了对就业
岗位的期望和热情。

近年来，海东市总工会充分发挥
工会组织优势，不断丰富“四送”工作
品牌内涵。在“春送岗位”方面，除了
组织线下招聘会，还通过线上推送岗
位需求信息、开展就业指导讲座、搭建
就业服务平台等方式，为求职者和用
人单位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服
务。仅去年，就通过“春送岗位”活动
帮助2339人实现就业，成效显著。

海东市总工会将持续履行好“娘
家人”的责任和使命，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和院校的合作，
通过工会帮就业等方式，开辟更多就
业服务平台，搭建更广泛的岗位供需
见面渠道，为促进职业院校毕业生高
质量就业贡献工会力量，也为企业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助力海东市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市总工会
助力毕业生实现就业梦

目前，海东市乐都区水利建设项目全面开工复工。今年，乐都区水务局实施
17个项目，总投资2.2亿元，涵盖多类水利项目，将优化水资源配置等，助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