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雨 摄影报道
4月 19日清晨，西宁市火车站沐

浴在金色的晨光中，候车大厅里人头
攒动，洋溢着欢快与期待的氛围。8
时 55 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D9902
次“银发赏花旅游”动车组列车宛如
一条载着春日梦想的钢铁巨龙，缓缓
驶离站台，600余名旅客开启了一场
浪漫的繁花之旅。

车厢里，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在家
人的陪伴中，脸上满是笑容。列车平
稳行驶，窗外景色如画。记者在车厢
内看到，许多乘客已经迫不及待地拿
出手机拍照。摄影爱好者贾馥祯老人
一边拍摄窗外的美景，一边感慨：“这速
度可真快！去年也去民和看过桃花，
坐着大巴车耗时1个半小时，今年出行
方式不一样了，只花了几十元坐动车，
三十四分钟就能到民和。”贾馥祯老人
兴奋地说：“去民和桃花源，想多拍一些
好的作品，尽自己一份力宣传大美青
海，魅力民和。”同为摄影爱好者的李智
老人也笑着补充道：“听说这趟专列不
仅快，服务还特别贴心，很感谢铁路部
门为大家提供这么优质的服务。”

列车朝着民和方向疾速前行，乘
务员不时在车厢内穿梭，热情地帮助
旅客安放行李、调整座椅。西宁客运
段动车队列车长高璐表示：“针对民和
桃花节，我们连续两天加开了临客动
车组列车，三十四分钟即可抵达民和
南站，为广大旅客的出行提供了便
利。4月19日、20日两天，有近1300名
游客乘坐本次列车去往民和看桃花。”

据介绍，本趟以“坐着高铁看桃
花”为主题的动车组专列，堪称“铁
路+旅游”深度融合的典范之作。它

采用先进的一站式直达设计，摒弃了
常规列车中途频繁停靠的繁琐，让时
间得到极致利用。如此一来，游客们
无需漫长等待，便能以最快速度投身
于民和那片如梦似幻的桃海盛景之
中，全身心开启沉浸式的春日赏花之
旅。本次专列标志着青海省首趟专
为中老年群体匠心打造的赏花主题
旅游专列正式开启征程。

驾驶这趟专列的火车司机马国
军表示，执行标准化作业是保障旅途
安全与舒适的关键。尤其这趟专列
老人较多，发车前，对列车进行了细
致地检查，从制动系统到电气设备，
不放过任何细节，确保列车状态良好。

600 余名旅客出站后，直接乘坐
23辆旅游巴士前往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 2025年桃花旅游活动启动仪式
现场，随后前往“桃花源”和“梨花源”
景区游玩，并于16时乘坐专列返程。

据了解，此专列巧妙整合了青海
省春季最具特色的核心旅游资源，以

“一车一线一主题”的创新模式，为广
大游客打造出别具一格的“赏花”新
体验，将沿途繁花似锦的“桃源”“梨
源”景点串联起来，让游客们尽情饱
览河湟谷地如诗如画的春日美景。

这种将旅游专列与适老化服务
深度融合的全新模式，点燃了海东市
乃至青海省“赏花经济”的消费热潮，

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勃勃生机。更重
要的是，它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树立
了极具价值的创新样本，为后续相关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

今年以来，青藏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西宁车站与省内文旅部门、旅游
协会积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过
持续优化“铁路 + 旅游”产品供
给，先后加密开行主题专列，开发定
制化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
求，进一步盘活青海省丰富的旅游资
源，助力打造“坐着高铁游青海”这
一极具吸引力的文旅新名片，为地方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
入强劲的轨交动能。

青海首趟“银发赏花”专列载梦赴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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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黑科技”背后的产业新变迁
——首季中国经济一线调研报告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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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鲁亚娟
自启动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

制以来，海东市持续推动支持小微企
业融资协调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切
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问题，
打通普惠金融惠企利民“最后一公
里”。

海东金融监管分局深入开展“千
企万户大走访”活动，协同建立“走访
一批、识别一批、储备一批、培育一批、
支持一批”的走访对接机制，持续拓展

“两张清单”内企业，积极扩大海东市
有融资需求企业对接覆盖面。

为确保政策“高效利用”，海东金
融监管分局工作专班集成骨干力量，
成立6个调研小组，采取“线上问卷+线
下走访”调研模式，设计42项融资需求
指标，线下深入辖内六县区 28 家重点
企业走访调研，线上完成对483家企业
的抽样调查，深度了解企业融资需求。

在化隆回族自治县，一家从事农、
林、牧、渔业家庭农牧场的融资需求，
就是在这样的走访中被“看见”。

化隆县甘都镇进财家庭农牧场，
一家个体工商户，在当地的农牧业发
展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但随着市场
的拓展和业务的增长，农场面临着资
金短缺的困境，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

在化隆支局工作专班走访中，了
解到化隆甘都进财家庭农牧场的融资
难题。详细收集农场的经营状况，包
括养殖规模、种植面积、产品销售渠道
等；深入调研其财务数据，全面评估农
场的还款能力和发展潜力。工作专班
积极与当地金融机构沟通协调，为银
企对接搭建桥梁。

化隆农商银行在接到工作专班的
推荐后，对进财家庭农牧场进行实地
考察，了解到农场的养殖技术较为成
熟，种植的饲草质量也有保障，且在当
地市场有一定的客户基础，具备良好
的发展前景。结合农场的实际情况和
需求特点，为其提供了一款专门的惠
农信贷产品。

为了提高融资效率，银行开辟绿
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缩短繁琐的手

续和漫长的审批周期，短短 5 天时间
后，进财家庭农牧场就成功获得了一
笔80万元的贷款。

这笔资金的及时到位，给农场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打通金融惠企利民的“最后一公
里”，让低成本的信贷资金直达基层。
截至 4月上旬，共走访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 5976户，累计为 3057户中小微
企业发放贷款13.1亿元。

眼下，在海东像这样得益于小微
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的案例并非个
例。

小微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缺乏
抵押物的特点，导致其在成长过程中，
往往面临资金需求大、需求急，但融资
不易的痛点。

为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海东市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融资外
部环境。通过精准滴灌降成本，持续
为小微企业让利。协调机制建立以
来，辖内银行机构累计为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减免开户、评估等费用
287.96 万元。指导各银行机构健全续
贷业务相关制度，扩大业务适用范围，
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做到“应续
尽续”。

截至4月上旬，辖内各银行机构共
向 480 户中小微企业发放 2.06 亿元无
还本续贷，无缝续贷稳经营。坚持尽
职免责、容错纠错的原则，指导各银行
机构落实尽职免责政策措施，激发和
调动信贷人员敢贷、愿贷的积极性。
各家机构因地制宜开发特色产品，设
立绿色通道，有效满足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

为3057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3.1亿元

我市全力打通金融惠企利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赵新秋 祁鑫）4 月
19 日，海东市“共植青年林·呵护生态
绿”植绿护绿示范活动暨主题党日活
动在平安区火热开展。活动由市委组
织部、共青团海东市委共同发起，海东
市委宣传部、海东市商务局、海东市生
态环境局等 10 余家单位联合主办，吸
引了少先队员、退役军人、青年志愿

者、干部职工等 150 余人参与，共同为
海东生态文明建设挥锹添绿。

活动创新设计“知行合一”的生态
教育模式。在环保科普区，垃圾分类
竞速赛、海东市风景照片拼图等互动
游戏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原来一节
旧电池会污染一平方米土地。”参加活
动的小学生马晓燕感慨道。

现场还设立了“绿色心愿墙”，
青年们纷纷写下对未来的期许：“愿
家乡天更蓝、水更清”“希望每年都
能来青年林见证树木成长”，真挚的
话语承载着对绿色家园的美好向往。
补植补栽环节，参与者分为多个小
组，在林业专家指导下种植云杉等适
应性树种。大家组成“护绿搭档”，

一个挖坑培土，一个扶苗浇水。两小
时内，新苗扎根土地为青年林增添盎
然生机。

春风吐绿，青春正好。在这片充
满希望的土地上，海东青年以行动书
写绿色答卷，用汗水浇灌生态未来，让

“共植青年林·呵护生态绿”的誓言在
河湟大地回响。

海东举办“共植青年林·呵护生态绿”植绿护绿示范活动

□本报记者 李永兰
在海东市乐都区的一个街角，一家

名为“莲香炸串”的小摊吸引着络绎不
绝的食客。这家小摊的主人，是年近五
旬的妇女——王秀莲，她用自己的勤劳
与智慧，顺利地在城市里扎根。

回首往昔，王秀莲曾生活在乐都区
芦花乡一个偏远而贫瘠的山村。那里
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村民们的生活条
件极为艰苦。然而，2020年，随着易地
搬迁政策的深入实施，王秀莲一家迎来
了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听到搬迁的消息，心里既期
待又忐忑。”王秀莲回忆道。搬迁至新
居后，她和家人告别了昔日的破旧土坯
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周边环境
整洁有序，交通便捷畅通，孩子们也得
以在更好的学校就读。然而，如何在新
环境中找到稳定的生活来源，成为了王
秀莲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面对挑战，王秀莲没有退缩，而是
选择了勇往直前。她深知，唯有依靠自
己的双手，才能在新家园中站稳脚跟，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
会，王秀莲在街头品尝到了美味的炸
串，这让她眼前一亮，看到了自主创业
的希望。炸串作为街头小吃，深受群众
喜爱，且投资成本相对较低，操作简便
易行。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萌生了买辆
炸串车自主创业的想法。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资金短
缺、技术生疏、市场竞争激烈……每一
步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王秀莲没
有放弃，而是积极寻求帮助，勇敢面对
困难。乐都区相关部门在了解到她的
情况后，及时伸出了援手，为她提供了

小额信贷支持和创业培训，帮助她解决
了创业初期的资金和技术难题。这不
仅为她注入了创业的勇气和信心，更为
她的炸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很清楚，当时家里因为孩子
上学，没有积蓄，后来通过银行贷了 10
万元。”王秀莲深知，要想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打造出自己的特
色品牌。于是，她潜心钻研炸串的制作
技艺，从选材、腌制、裹粉到油炸，每一
个环节都力求完美。

“我的炸串，不仅味道好，还健康卫
生，常来的顾客也喜欢叫我‘娘娘’。”王
秀莲说，她坚持使用新鲜食材，严格控
制油炸时间和温度，确保每一串炸串都
外酥里嫩、口感鲜美，深得顾客的喜爱
和赞誉。她还特别注重小摊的卫生环
境，每天定时清洁消毒，为顾客提供一
个舒适、干净的用餐环境。

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莲香炸串”逐
渐在搬迁小区附近小有名气，吸引了众多
顾客前来品尝。王秀莲的炸串不仅为她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带动了周边
邻里就业。“秀莲真是个能干的人，她做
炸串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帮了我们一把。”
刚开始接触炸串的刚美兰感慨地说。

王秀莲的五年炸串事业，是乐都区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成功落地的一个生
动缩影。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勤劳致富的真谛，为当地群众树立了榜
样。她的炸串店不仅成为了乐都区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成为了搬迁群众自
主创业、勤劳致富的典范。

谈及未来，王秀莲满怀憧憬地说：
“我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将‘莲
香炸串’的品牌发扬光大。”

搬迁户王秀莲“炸”出“致富串”
——从市井烟火中看海东经济系列报道之十

4月19日
6 时 51 分，我
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六号改运
载火箭，成功
将试验二十七
号卫星01星-
06 星 发 射 升
空，卫星顺利
进 入 预 定 轨
道，发射任务
获 得 圆 满 成
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陶成录）近年来，海
东市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
新、担当作为”为主线，以“四强”党支部
和模范机关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新时
代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堡垒工程”，切
实推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重心下沉、走
进基层，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着力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
格局。

海东市着眼创建“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精心制
定“五型”模范机关评价标准和指标体
系，将结对共建、服务群众等内容作为

“实干型”“服务型”机关建设硬任务，推
动机关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在
2024年启动的新时代机关基层党组织

“堡垒工程”中，海东市进一步把“双报
到、双服务”开展情况、作用发挥情况与
党员日常管理等工作紧密结合，强化机
关党建目标考核，进一步压实各单位党
组织政治责任。

市直机关各单位党组织把融入基
层治理作为机关党组织增强凝聚力、向
心力、战斗力的突破口，依托“街道吹
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群报到”工

作机制，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社
区共建共治。2024 年以来，市直机关
62 个机关单位党组织 2265 名党员干
部，分别与乐都区、平安区16个社区开
展在职党员进社区“双报到、双服务”活
动，主动到社区报到，签订共建协议，开
展社保医疗、健康知识、交通出行、税费
政策、普法宣传等活动60余次，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6 万余份，服务群众近
5000人次，认领“微心愿”3000余件，办
实事1500余件。

同时，海东市持续创建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品牌，推动“融合度”全面提升。
指导市直各单位党组织立足职能职责，
着力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推
动党的组织生活接地气，着力推动“一
支部一品牌”创建，聚焦民族团结、精神
文明建设、创卫工作、法治建设、平安建
设、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各单位党组
织定期开展政策宣讲、文艺演出、环境
卫生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红
色物业”“东宣先锋”“筑梦安居”“红色
引领、五联共建”等一系列服务基层治
理品牌，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
层治理效能。

海东有序推进
“双报到双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