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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富生）今年以
来，海东市乐都区全力以赴促生产、
扩需求、稳预期，以开局即冲刺的姿
态，通过专班调度、精准施策、强化
要素保障等举措，全力推动工业经
济加速回暖，招商引资工作不断突
破，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展现出强劲活力，23 家企业正常生
产，复工率达 88.5%，实现工业总产
值7亿元，同比增长12.7%；工业增加
值达1.5亿元，可比价增长24%。

聚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乐都
区持续深化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协
作，通过党政代表团赴外地招商考
察、寻找招商信息、对接招商企业、

组织推介活动、加强产业协作、共建
产业园区等方式扩大招商引资“朋
友圈”，重点推动光伏储能、特色农
产品深加工等领域项目合作，助力
乐都企业拓展市场，实现技术、资本
与资源双向流动。

乐都区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实
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强化
跟踪跟进，及时了解企业核心诉求，
形成“一企一策”保障方案，统筹协
调土地、资金、审批等关键环节，为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续建项目
推进高效，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同
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
手续、压缩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

率。目前，全区实现市场主体设立
登记在 0.5个工作日、开办全流程业
务1个工作日内办结的工作目标，登
记注册各类业务网办率提升至 98%
以上，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一季度，乐都区充分利用各类
展会、论坛、推介会等平台，积极展
示产业优势、投资环境及重点项目，
通过提供“一对一”定制化服务，成
功引进高景源网荷储70万千瓦光伏
项目、泰安燃气有限公司年产 3.6万
吨液化气（LNG）生产线项目、青海
兆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极材料
成品包装项目等一批补链强链项

目，为乐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通过超前服务、
协同审批等服务模式，整合部门资
源开展联合审查，大幅缩短前期手
续办理周期，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
交易，以营商“软环境”赋能经济高
质量发展。同时，不断创新招商方
式，积极开展各类招商引资活动，成
功举办“情越山海、惠乐一家”高质量
发展招商引资（惠山）推介会，并与江
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经济开发区签订
了园区共建协议，推动招商项目落
地。第一季度全区完成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3.29亿元，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20.56%，实现“开门稳”“开门红”。

一季度乐都实现工业总产值7亿元

□本报记者 赵新秋
五月的河湟谷地，春意盎然，生机

勃勃。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卯寨景区
的飞檐斗拱在暖阳中勾勒出古朴的剪
影。这个“ 五一”假期，一场以“周末
放松 去趟海东 乡趣卯寨 乐享自在”
为主题的文旅盛宴，让这片古老的土
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晨曦初露时，采摘园里已飘荡着清
甜的果香。旱地湾村的樱桃林间，碧绿
的枝叶间点缀着红宝石般的果实，游客
们提着竹篮穿梭其间，指尖触碰果实时
带起的露珠在阳光下晶莹闪烁。

新庄村的草莓大棚里，孩子们蹲
在田垄间，惊喜地发现叶片下藏着的
鲜红莓果，欢快的笑声与鸟鸣交织，在
暖风中飘向远方。

据统计，活动首日便迎来超过700
人次的采摘客流量，种植户们忙碌的
身影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热烈的节日氛围中，卯寨景区
篮球场人头攒动、喝彩连连，“村 BA”
篮球赛热烈开赛，为“五一”乡村文化
旅游活动注入了强劲的体育动能。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卯寨古建筑的
屋脊时，篮球场早已被热情的观众围
得水泄不通。六支乡村球队的健儿们
身着各色队服，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
下泛着健康的光泽。运球时带起的尘
土与汗水共同升腾，每一次精准的三
分投射都能引发山呼海啸般的喝彩。
卯寨代表队捧起冠军奖杯的瞬间，白
发老者与垂髫孩童的欢呼声在山谷间
久久回荡，所有的参赛球员将农耕文
明中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演绎得淋漓
尽致。

景区内的美食区人气鼎盛，成为
游客品味地方风情的绝佳去处，青石
板铺就的街巷里，卤肉的醇香早已撩
动游人的味蕾。

活动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卤肉
美食大赛在此举行，成为美食区的一
大亮点。高庙以经营“高庙卤肉”闻名
的商家，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参赛选手
在临时搭建的灶台前各显神通，红亮
的肘子在老汤中翻滚，升腾的蒸汽里
裹挟着八角、桂皮的馥郁。评委们手
持竹筷细细品鉴时，等候品尝的队伍
已蜿蜒至巷口，白发老翁与时尚青年
并肩而立，共同守候着这份传承百年
的滋味。转角处的特色小吃摊前，金
黄的焪洋芋在铁板上滋滋作响，晶莹
的酿皮淋上艳红的辣油，烟火气中升
腾着最质朴的乡愁。

白天，景区各类游乐项目全面开
放，游客络绎不绝，玻璃水滑道、亲子
乐园、七彩滑道、网红桥、跳楼机、恐龙
乐园、VR虚拟体验等娱乐设施一应俱
全。孩童在园区中尽情奔跑玩耍，家
庭群体共享亲子陪伴的温馨时光，游
客们在自然与科技交融的游乐场景
中，畅享惬意假日。

夜幕降临，篝火点燃热情，歌声响
彻山谷，篝火晚会将活动推向了高
潮。在火光映照下，富有民族风情的
藏舞表演与激情四溢的歌曲演唱轮番
登场，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游
客们围火而舞、共唱共跳，纷纷用镜头
记录下难忘瞬间。

据高庙镇负责人介绍，本届活动
通过“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多元融
合，单日吸引游客突破万人次。昔日
沉寂的古村落，如今借着乡村振兴的
东风，正将六百年的屯堡文化、独特的
河湟民俗、优质的农产品转化为富民
强镇的金钥匙。

当最后一批游客带着沾满泥土芬
芳的果蔬踏上归途，卯寨的灯火依然
温暖，仿佛在静静等待下一个春天的
故事。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马
小龙）“白庄镇畜牧站站长赵某违反上
级关于村级防疫员相关管理办法，随
意扣发村级防疫员补贴，并在发放村
级防疫员补贴中优亲厚友，受到政务
记大过处分……”近日，海东市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纪委监委通报了循化县基
层站（所）负责人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教育全县公职人员廉洁自律、规范用
权。

基层站（所）履行职权点多线长面
广，事权重，廉政风险点多。长期以来
对基层站（所）的监督中往往存在上级
监督太远、本地监督不力，看得见的管
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问题。为有
效破解基层站（所）监督难问题，循化
县纪委监委以乡镇畜牧站为“小切
口”，对全县 9个乡镇畜牧站开展提级
监督，全面排查受理损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速从严执纪
问责，持续净化基层站（所）政治生态。

为确保监督工作取得实效，循化
县纪委监委结合实际制定《循化县纪
委监委关于对全县基层站（所）开展专
项监督的方案》，明确监督重点、时间
安排、人员分工和工作要求。发挥“室
组乡”联动监督机制，抽调委机关、派
驻纪检监察组和乡镇纪委干部组建 3

个督查组，并由3名县纪委监委班子成
员带队，对全县9个乡镇畜牧站进行了
全覆盖专项监督。

在督查现场，各督查组将监督重
点放在近年来各乡镇畜牧站固定资产
管理、防疫员申请审核以及防疫员补
贴发放等方面，通过查阅资料、和村级
防疫员、村干部开展针对性谈话等方
式全面排查乡镇畜牧站资金、权力运
行情况，共发现村干部违规领取防疫
员补贴、防疫员超龄领取补贴以及防
疫员在编不在岗等问题 15 件，立案 6
件6人，办结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
人。

同时，循化县纪委监委坚持边查
边改，向县行业主管单位制发监察建
议书，督促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
会，建立乡镇畜牧站负责人定期轮岗
机制，并完善村级防疫员考核、补贴发
放标准及防疫员申请审核流程，进一
步规范乡镇畜牧站资金、权力运行，确
保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切实发挥出
基层站（所）堡垒作用。

卯寨景区的春日狂想曲

循化紧盯“小切口”
做实“全监督”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 摄影报道）
近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集中安置建设项目开工仪式
分别在互助县威远镇寺壕子村、红崖子
沟乡老幼村、加定镇桥头村举行，标志
着互助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今年，互助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
中安置建设项目一期包括威远镇寺壕
子村、红崖子沟乡老幼村、加定镇桥头
村 3 个集中安置区，项目总投资 5.681
亿元，安置区总建筑面积达19.3万平方
米，集中安置群众1716户。其中，寺壕
村安置区总建筑面积15.479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 11 层安置房 27 栋，分为 50、
80、100、120 平方米户型，可集中安置
1332户；老幼村安置区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6层安置房 2栋、8
层安置房 6栋，分为 50、80、100、120平
方米户型，可集中安置 294 户；桥头村
安置区总建筑面积0.72万平方米，每户
建设80平方米院落，可集中安置90户。

下一步，互助县将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强烈的责
任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认真履职，抓

好落实，督促各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按照
设计标准和施工规范，挂图作战，倒排

工期，安全施工，做到工程“质量”与“进
度”齐抓共管，力争于 2026年 5月底全

面竣工交付，早日让群众搬进暖心房、
实现安居梦。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
子）5月6日，记者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日，该
局在进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及栖息地评估调查时，通过红外相机
在民和县南大山国有林区记录到斑尾
榛鸡的身影，这也是民和县首次发现
斑尾榛鸡的活动踪迹。

据民和县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办公室
工作人员刘文俊介绍，民和林草部门自
2024年5月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资源及栖息地评估调查工作以来，通过红
外相机，在民和南大山国有林区共记录到
青海省新分布物种2种、县域新分布物种
10余种，发现猛禽集中过境迁徙通道一
条，并首次记录到了一鸟类新物种。后经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比红
外相机照片及视频信息，确认该鸟为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尾榛鸡，相机所
捕捉到的是一只斑尾榛鸡雌鸟。

斑尾榛鸡，属雉科花尾榛鸡属鸟
类，为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国内局限分布于青海省、
甘肃省及四川省等地的高海拔林区
内，性机警胆小，十分难见到。斑尾榛
鸡体型较小，具不明显顶冠，全身呈棕
色，胸腹部花纹密集，胸部带栗红色，
腹部色淡，雄鸟喉部有黑边白线，雌鸟
喉部棕色，可借此区分雌雄。

民和县南大山国有林区属拉脊山
脉东段，此次发现将斑尾榛鸡在青海
的分布区域拓展到一条新的大型山脉
中，扩大了斑尾榛鸡的潜在分布区，具
有重大的生态科研价值。

民和县林草部门表示，将进一步调
查斑尾榛鸡的县内分布情况，明确其他
大型雉类及小型雀形目鸟类的潜在分
布区域，继续发挥民和县独特的地理优
势，为青海省的野生动物多样性调查和
野生动物保护发挥积极作用。

民和首次发现斑尾榛鸡踪迹□本报记者 李永兰
“老李家的拖拉机占了我家地界”

“灌溉渠堵了，影响半村人浇水”……近
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
以“党建+”模式为抓手，整合乡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司法所、派出所、村

“两委”及党员、乡贤力量，构建“乡党委
—村党支部—党员户”三级联动网格化
服务体系，组建12支“田间调解队”，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政策宣
传等巡回服务，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上、党员作用发挥在田间地头，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这块地明明是我的，硬要说是他
家的”“你家的污水排到了我家的墙角
……”随着乡村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
邻里间因宅基地边界、土地使用、生活
琐事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这
些纠纷看似细小琐碎，但若处理不当，
极易激化升级，影响邻里关系和乡村和
谐。

针对邻里纠纷化解难题，查甫乡将

综治中心“流动办公桌”搬到村道小巷，
组织司法所干部人员、村两委干部、乡
贤等组成“流动服务队”，实现调解协议
当场签订。通过整合多方力量，构建起
乡村两级调解网络，形成了“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联动的多元调解机制。

“以前为了地界的事，我们两家人能吵
上半个月，现在乡里的党员干部直接到
地头来调解，一碗茶的功夫就解决了。”
查甫乡药水泉村村民赵德云站在刚划
清界限的田埂上感慨道。

“过去群众遇事要跑乡政府，现在
我们在地头就能现场办公，群众少跑
腿，问题不过夜。”查甫乡副乡长、司法
所所长拉毛措边说边展示网格员随身
携带的“调解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记
录着土地纠纷、灌溉用水、农机租赁等
20余条群众诉求。

近年来，查甫乡坚持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创新，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以“田间地头”“村道小巷”“群众家
中”为主阵地，推动综治中心力量下沉、

服务前移，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下访接
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探索
出一条具有乡土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
径。

村民何双花与丈夫李成家因家庭
琐事频发冲突，矛盾逐步升级至肢体冲
突，影响家庭及邻里安宁。接访下访
中，查甫乡调解人员以“拉家常”的方式
耐心听诉求、细心查实情、公心断是非，
以情为线，疏导心结，引导何某换位思
考，同时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强调
其有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用“乡土话”
释法明理，让调解工作既有法度又充满
温情。

查甫乡党委副书记、统战政法委员
雷永芳告诉记者，到群众家中调解矛盾
纠纷好处多，首先体现尊重和重视，能
增强他们对调解工作的信任度和配合
度，其次能够营造熟悉舒适的氛围，当
事人在自己家中会感到更自在，能更放
松地表达想法和感受，同时也减轻了当
事人的不便，减少了阻碍调解的因素，

在熟悉的环境中，当事人更容易接受调
解意见，也便于我们在调解后进行回访
和跟进，巩固调解成果。

为提升调解实效，查甫乡建立分级
调解机制，对简易纠纷实行“即接即
办”，由“田间调解队”现场调解，实现小
事不出村；对复杂问题启动“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乡贤”模式，由司法所组织人
员进行现场调解；对历史遗留难题实行

“党政领导包案”，整合力量集中攻坚。
通过综治中心的“三次搬迁”，查甫

乡实现了治理方式从“被动处置”向“主
动预防”的转变；矛盾纠纷从“事后调
解”向“源头治理”的转变；干群关系从

“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查甫乡党委书记辛文敏表示，将继

续深化“党建+田间治理”模式，将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搬到田间地头、搬到
村道小巷、搬到群众家中，把党组织优
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让党旗在田间
地头高高飘扬，为乡村振兴筑牢和谐稳
定基石。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去年以来，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雄先藏族乡抢
抓政策机遇，积极整合资源，在沙索麻
村成功打造青海省首个“党建联学共建
村和保险示范村”，为普惠金融在农村
地区的落地生根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
的路径。

沙索麻村作为化隆县乡村振兴的
重点村，一直以来面临着群众收入不稳
定、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风险能力较弱
等难题。为有效破解这些难题，雄先藏
族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对接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驻村帮扶工作队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资
源，深度融合党建引领与保险服务，落

实“四位一体民主治村”机制，创新推行
“党建+保险”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党建+保险”模式的推动下，沙
索麻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支
部结对共建的方式，与保险公司等金融
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党员干部主动下
沉一线，深入村社、走进田间地头，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案例为村
民讲解保险政策，传授防诈骗技巧，切
实提升了村民的金融意识和风险防范
能力。

不仅如此，化隆县还注重创新宣传
形式，将金融知识融入射箭比赛、民俗
文化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中。

在射箭比赛的激烈角逐中，穿插金融知
识问答环节；在民俗文化节的文艺表演
中，融入保险知识小品、金融反诈相声
等节目，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村民在享
受文化盛宴的同时，也学到了实用的金
融知识。这种创新的宣传方式不仅增
强了村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极大地
提升了金融知识的普及率和覆盖面。

截至目前，沙索麻村已实现老年人
意外险、农房保险、学生保险等保险种类
的全村覆盖，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在保险服务的助力下，沙索麻
村的村民在面对自然灾害、疾病等风险
时，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也为他们开展
农业生产、增加收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除了保险服务的下沉和普及，化隆
县还积极探索“村企共建”模式，推动金
融机构与农村地区的深度合作。通过
支部结对共建，金融机构不仅为沙索麻
村提供了优质的保险服务，还积极参与
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工
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化隆县将以沙索麻村为样板，继续
深化“党建+保险”联动机制，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示范
带动作用，配合做好保险政策宣传、承
保理赔等工作，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在
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发展，并将积极探索
更多创新模式和方法，为乡村振兴提供
更加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化隆打造全省首个“党建联学共建村和保险示范村”

互助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集中安置项目全面开工

查甫综治中心的“三次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