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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今年以来，
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开局
即冲刺的奋进之姿，全力以赴稳就业、
保民生，一季度就业工作成绩斐然，为
全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实现奠定了
坚实基础。

截至 3 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2928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654 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431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稳定控制在 2.31%，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17.8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 36%，2024届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
4641人，实现就业 4246人，帮扶就业率
达91.4%。

今年年初，海东市就业部门积极组
织开展街道社区工作平台综合情况、就
业形势专项、冰雪经济带动就业、青年
就业、农民工返乡返岗及重点企业开复
工情况等系列调查，并完成《海东市春
节前农民工形势分析报告》，为科学决
策提供有力依据。截至目前，全市建成
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1个，配备工作
人员 8 名；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 75
个，工作人员 89名；社区劳动保障工作
专岗 14 个、配备人员 14 名。累计走访

调查农村劳动力 500余人次、以高校毕
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 220人、用工企业
39 家。全市 8 家冰雪运动游乐场所直
接吸纳就业 365人，从业人员月均收入
3000元至 1万元，同时带动酒店、餐饮、
交通等关联产业就业，创造大量间接就
业机会。

为推动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市就业
部门积极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分层分解
目标任务，明确各阶段时间节点，确保
就业帮扶责任到人、时序清晰。建立政
策执行跟踪问效机制，聚焦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推动就业扶持政策精准
直达。截至 3月底，累计发放就业补助
资金 3245.34万元。其中，为 4448 人次
发放社保补贴 2377.34万元，为 6236 人
次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852.73万元，为
9人发放就业见习补贴5.3万元，发放就
业创业服务补助9.97万元，直接惠及就
业困难群体和市场主体，为他们送去

“及时雨”。
为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破解就业

供需矛盾，市就业部门通过开发公益性
岗位、举办专场招聘活动等方式，全力
拓宽就业渠道，缓解重点群体就业压

力。截至 3月底，开发公益性岗位 2552
个，发放补贴 1809.03万元，兜底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
助月”等公共就业服务活动，举办招聘
会 143 场次，对接省内外企业 2348 家、
发布岗位 45079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047 人；认定就业援助对象 115 人，走
访服务 955人。针对地震受灾群众，搭
建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举办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专场招聘会，组织 110家企
业提供岗位超 2600 个，达成就业意向
279 人，直播带岗浏览量 3800 人次，为
受灾群众就业创造条件。

市就业部门不断加强与教育部门
协同，通过数据推送、业务经办、入户走
访等方式，完善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管
理。在“春风行动”等招聘活动中设立
高校毕业生专区，搭建就业对接平台。
截至 3月底，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 42 场次，组织企业 942 家、提供岗位
9612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85人。推
进高校毕业生“1131”就业服务，推广

“三色管理”工作法，累计提供服务
28774 人次，人均服务 6.2次，为高校毕
业生就业保驾护航。

依托乡镇及易地搬迁安置区公共
就业服务站，市就业部门提前摸排农民
工返乡返岗及培训就业需求，提供信息
对接、行前指导、返岗运输等“一站式”
服务。节前全市外出务工返乡人员 7.8
万人，节后通过强化服务保障，实现农
村劳动力返岗复工7.5万人。抢抓企业
复工关键期，对接省内外人社部门、企
业及人力资源公司，通过交通补贴、包
车专列等方式输送劳动力808人至甘肃
省、江苏省、广东省、福建省等地，确保
务工人员“出得去、稳得住、能致富”，解
决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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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个农家书屋
为文化海东增韵添香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值班编委 / 金显花 责任编辑 / 卫正芳 版式设计 / 余敬存 校对 / 杨青

2025年5月5日 星期一 农历乙巳年四月初八 今日4版

中共海东市委主管主办

HaiDong DAIL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3-0028 邮发代号：55-11 第1618期 总第6216期

新闻热线：0972-8689526 广告热线：0972-8689578 投稿邮箱/hdrbxw@163.com

一季度海东跑出稳就业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张璐）今年以来，海
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坚决贯彻市委
市政府“项目为王”决策部署，紧扣“强
服务、保要素、促开工”主线，以“开局即
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进姿态，全力以
赴抓项目、促投资。

市发展改革委按照时限明确、任务
明确、分工明确的原则，制定《2025 年
一季度开复工项目指导计划》的通知，
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任务落实。按照

“抓项目首先抓前期”的思路，组织各县
区各部门充分利用冬歇期，高效推进项
目规划选址、可研审批、初步设计及概
算、工程招投标等各项工作，力促项目
以最快速度、最早时间开工建设。依托
协调会商机制，与各县区和市直相关部
门无缝衔接、同频共振，合力解决项目
用能保障、扩产融资、土地能耗、环境容
量等方面的问题，围绕清洁能源项目建
设和绿色算力项目用电需求，先后召开
政企协调会协调解决电网项目推进难
题，为所有项目做好水电供给、设备采
购、人员进场等要素保障。实施“线上
监测+现场核查”双线督导，加强项目
跟踪问效，构建项目管理闭环链，精准

核实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
设进度等情况，并指导项目单位强化施
工组织，加快推进建筑安装、设备采购
等各项工作。

在全市上下齐心协力、通力合作
下，一季度项目开复工蹄疾步稳，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达 14.3%，分别高于全
国、全省 10.1、8.7 个百分点，为稳住经
济大盘注入强劲动能，顺利实现首季

“开门红”。尤其是全市产业布局和投
资结构持续优化，红狮硅基新材料等重
大产业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拉动一般性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4.3%；正平、知合
佳等绿色算力项目进展迅猛，撬动全市
投资增长 11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
资平稳，中房萨尔斯堡南区等 31 个项
目如期开复工；“两化”天然气输配供气
工程项目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加
快，实现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同比增长
30.2%。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按照“梯
次推进、滚动接续”的思路，紧盯上半年
及全年工作目标，鼓足干劲、加压奋进、
持续冲锋，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
展蓄势赋能。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今年以来，
海东市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方面，通过
一系列有力措施，不断强化固体废物环
境监管和风险防控，进一步提升了危险
废物、医疗废物以及塑料废弃物的无害
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全面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信
息化水平，海东市积极推进“青海省工
业固体废物物联网大数据信息系统”建
设，实现了危险废物全过程在线监控，
并积极配合省生态环境厅，推行视频监
控、电子标签等集成智能监控手段，进
一步强化了危险废物的智能化管理水
平。

为确保监管工作的有效性，海东市
组织人员每年对重点监管产废单位和
经营单位进行不少于 3 次的现场检
查。2024 年，共对海东市西部水电有
限公司等7家重点监管产废单位、青海
纬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重点监
管经营单位进行了严格检查。此外，海
东市还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开展了“两打”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涉危废违法行为，共向公安移送涉
危废案件2件，有效震慑了违法分子。

按照《海东市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
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2024年海东
市共抽查评估危险废物产生（经营）单
位 22 家，评估结果均为合格。全市危
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执行率达到了
100%，标志着海东市在危险废物规范
化管理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

在医疗废物处置方面，海东市同样
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以来，海东市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共签订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合同462家，签订医疗机构床

位数 4900 张，实现了对所有产废单位
直接、间接100%的覆盖率。其中，村卫
生室的医疗废物均送至乡镇卫生院进
行统一处置。

为确保医疗废物处置的规范性和
安全性，海东市生态环保部门签订合同
的产废单位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管理办法》使用电子联单进行收集。
2024年，电子联单执行率达到了100%，
累计收集处置医疗废物 811.6 吨。其
中，高温蒸煮处置 804.04吨，拉运至西
宁两废中心处置7.56吨，确保了医疗废
物的安全、无害化处置。

针对塑料废弃物的处理问题，2024
年，海东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城市管理
局对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全面检查，
共检查填埋场 42座，其中正常运行 30
座，停运 9 座，已封场 2 座，未投运 1
座。各县区城管部门集中对城区及部
分城中村生活垃圾进行巡回收集，并统
一转运至生活垃圾场填埋处理，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6.7%。

在资源化利用方面，市生态环境局
向各县区生态环境局下发通知，对全市
塑料回收、汽车拆解等再生资源回收企
业的环保手续、废气废水处理、固体废
物处置进行了全面排查。2024 年，排
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122家，确保了再
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同
时，积极推进农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
作，全市农兽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达
65%至70%，回收处置率达100%。

我市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海东发改部门
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4日宣布：应俄
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5月 7日至

10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

让历史照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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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丽娜 摄影报道
“五一”假期，“春潮焕新，悦享海

东”消费券发放活动火热开启。商超
卖场内人潮涌动，粮油生鲜供不应求；
数码商圈中顾客云集，智能产品销量
激增；加油站前排起长队，油品消费带
动周边服务；花店与文旅景区同样热
闹非凡，鲜花、民俗文化体验备受青
睐，多元消费场景相互交织，共同勾勒
出一幅绚丽多彩、活力四溢的假日经
济新图谱。

传统消费活力迸发

4 月 30 日 10 时，“中国移动”App
首页的红色倒计时成为全城焦点。随
着指针归零，海东市 2025年首轮消费
券准时开抢。刹那间，“满100减20元
惠民券已领”“加油券秒到账”的消息
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刷屏，市民纷
纷晒出自己的“抢券战果”，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这场由海东市商务局统筹、海东
移动承办的消费促进活动，创新采用

“政府补贴+平台支持+商户让利”三
方联动模式，如同一场精准的“经济
及时雨”，将“政策红包”投向商超零
售、汽车油品、数码家电三大领域。

5月 1日，记者在平安区某超市内
看到，货架间的商品陈列得满满当当。

“为了迎接假期的到来，超市一早就准
备了充足的货品供大家选择。”正在补
货的工作人员说。放眼望去，过道里推

着满载购物车的顾客络绎不绝。“我昨
天刚在手机软件上领了两张满 100减
20元的惠民券，今天特意来买了大米、
食用油和牛奶，原价 320元，用券后只
花了280元。这省下的钱，又够我买好
几斤新鲜水果了。”市民魏敏说。

据超市经理张世宝介绍，像魏敏
这样精打细算使用消费券的顾客比比
皆是，不少人还会结伴购物，凑单享
受优惠。数据显示，该超市假期首日
客流量就突破 3000 人次，同比增长
35%。

消费券的刺激，不仅大幅提升了
商品销售量，更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
协同运转，从农产品种植、加工到物流
配送，各个环节都在这场消费热潮中
焕发活力。

当天下午，在中国石油加油站青
海海东站，排队加油的车辆早已排起
了长队。网约车司机周师傅摇下车
窗，一边熟练地用手机软件“和包支
付”扫码核销消费券，一边算起了账：

“领了‘满240元立减30元’的加油券，
每升油便宜近3毛钱，真的非常划算。”

“现在每5辆车里就有2辆使用消
费券，以前假期前大家习惯多囤点
油，今年明显不一样，很多人加完油
直接去周边玩，消费券像是撬动了

‘加油+出游’的连锁反应。”该加油
站员工王师傅表示，假期前两日，平
安区主城区加油站日均销量同比增长
26%，其中使用消费券的订单占比达

30%以上。
消费券带来的连锁反应不仅体现

在油品消费上，更在不同领域持续发
酵。

5月 2日，走进乐都区某移动数码
体验店，明亮的灯光下，“购机享双重
优惠”的海报格外醒目。“我们领了满
8000 减 300 元的购机券，每部手机都
能用，相当于一共省了 600元，而且这
里还送无线耳机和手机壳，比在网上
买划算多了！”新婚夫妇赵先生和妻子
正在导购员的帮助下挑选手机，他们
计划购买两部高端机型。在店内特设
的“购机绿色通道”前，大二学生小王
正在对比两款中端机型：“我领了满
6000 减 200 元的券，打算买台性价比
高的手机，剩下的钱还能给爸妈买件
礼物。”

该移动数码体验店店长王琳介
绍，年轻人买手机后，通常会为手机

“配齐装备”，消费链条延伸得很明
显。“我们店假期首日销售额突破7万
元，其中叠加消费券的订单占比超
65%，智能手表、运动手环等配件销
量同比激增120%。”王琳说。

创新消费业态多样

当消费券的“杠杆效应”向新兴领
域延伸，海东市的消费市场如同被注
入了创新的灵魂，呈现出更具温度与
创意的新图景。

5月 3日清晨，在平安区某花店的

玻璃橱窗里，淡紫色鸢尾与粉色康乃
馨组成的“假日限定花束”宛如艺术
品，吸引着往来行人驻足欣赏。然而，
这些精心准备的 50束“多巴胺混搭花
束”，在刚开店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就
被抢购一空。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现在得紧急
从西宁调货。”店主张丽丽说，在消费
券带动下，花店客单价从平日的 80元
提升至 150 元。“有位顾客用满 100 减
20元的券买了束百合，又加购了香薰
蜡烛。”张丽丽说。

记者从张丽丽的介绍中得知，假
期来体验DIY花篮的顾客比平时多了
3倍。她说：“大家不再满足于买现成
花束，而是愿意花时间亲手制作，消费
券节省的开支让这种‘慢消费’更有吸
引力。”

在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
地，“五一”假期的热闹氛围被消费
券进一步点燃。古色古香的街巷人头
攒动，身着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穿梭
其中，叫卖声、欢笑声与民俗表演的
鼓乐声交织成欢乐的乐章。小吃街
内，各家店铺前排起长队，羊肠面、
狗浇尿饼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游客
们争先品尝各式地道风味。非遗工坊
内，河湟皮影、刺绣等传统技艺展示
台前围满游客，不少游客用消费券选
购皮影摆件、刺绣等文创产品，销售
额较平日增长三倍有余。

（下转02版）

消费券点燃假日经济热潮
——“五一”假期海东消费市场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