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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范
明忠）自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东市把开门教
育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环节，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理念，
精心构建“三度”工作格局，形成“群众
呼声—精准回应—成效检验”的治理
闭环，切实让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可
感知、可触碰的民生福祉。

海东市将问需于民作为开门教
育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以“线上+线
下”双线联动机制打通民意“高速
路”。依托人民网领导信箱、12345政
务服务热线、政府门户网站等数字化
平台，建立“收集—分类—督办—反
馈”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通过专人
转办跟踪、定期晾晒进度、满意度回
访等举措，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

截至目前，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16条，均实现“受理即响应、办理即
反馈”，群众满意度达 100%。创新打
造“海东快办”政务服务与网格治理融
合模式，以“纠纷调解员、法律联络员”
等“八员角色”为治理支点，将全市划
分为1038个基础网格，配备3443名专
职网格员，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的
基层治理网络，网格员化身政策“流动
宣讲员”、民意“前沿收集员”，将服务
阵地延伸至群众家门口，让基层治理
的“神经末梢”更加灵敏高效。通过推
行“未诉先办”隐患排查机制与“有诉
快办”响应机制，梳理诉求办理事项清
单 2600 余条，直达网格员事项清单
129 条，建立 7.3 万条“高频知识库”，
实现114件群众诉求“一键直派网格、
全程跟踪办结”，办结率达100%，平均
办理效率提升40%。

同时，海东市聚焦群众反映的疑
难杂症、急难愁盼问题，建立“联点包
案+蹲点调研”工作机制，推动市、县
两级领导干部力行“眼睛向下看、身子
往下沉”。市级领导包联重点信访事
项 34 件，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 47
次，通过见面沟通、现场办公、召开会
商会等多种形式，发现问题 32 条，推
动解决问题 23 条。县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下沉基层党组织 320 余次，开展
联点包片“蹲点式”调研 150 余次，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860余件。针对
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开设办证绿色通道，惠及 69 个小区
22133 户购房群众，整治率达 81.2%。
以“双报到双服务”作为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组织
467家机关单位 1万余名在职党员干
部深入 72 个社区开展“双报到双服
务”，认领“微心愿”4250余件，开展志
愿服务7630余次，用“身入基层”的务
实作风和“心至群众”的为民情怀，推
动一批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难题得
到实质性解决，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赢
得群众的广泛好评与赞誉，有效推动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化风成俗。

围绕学习教育2个清单明确的28
个问题，在全市范围选取农村、城市社
区、公立医院等 7类 10个具有代表性
的地区和单位作为观测点，实行“市委
工作专班联络指导+观测点动态反
馈”联动机制，通过“以下看上”“望闻
问切”等工作法，精准捕捉基层治理中
的痛点难点堵点。从人大代表、新闻
媒体、新兴领域等19个领域选聘70名
社会监督员，赋予其政策宣传、作风观
察、民意调查等六项职责，构建“发现
问题—分析研判—反馈整改—效果评
估”的监督闭环。

此外，海东市还召开全市开门教
育和社会监督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
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建议，摸清楚群
众急难愁盼和愿望诉求，主动接受群
众监督，广纳基层“民间智慧”，将群众
提出的创新思路、务实建议提炼转化
为惠民政策，真正实现“教育成效由群
众评判、治理方案让群众参与”的良性
互动。

截至目前，观测点累计收集基层
意见 19 条，社会监督员反馈问题 32
条，其中 34 条意见纳入整改台账，推
动解决办证难、老旧小区健身器材及
充电桩建设、校园周边交通整治、农村
饮水安全提升等民生实事17件，让群
众成为学习教育的“阅卷人”。

海东抓实“开门教育”让群众可感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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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6月 10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
统李在明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
统。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
近邻。建交 33 年来，两国超越意识
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
领域交流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和共
同发展。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
的中韩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
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
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韩应坚守建交
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
共赢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福祉，为变乱交织的地区
和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确定性。要加
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增进战略互
信；要密切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确保
全球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
通；要深化人文交流，加深相互理
解，夯实民意基础，让中韩友好在两

国人民心中扎根；要尊重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把牢双边关系大
方向，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
轨道向前发展。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中
地理相近，交往历史悠久，经贸、文化
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领导
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人钦
佩。我高度重视韩中关系，愿同中方
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
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
情，让韩中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本报记者 郝志臻 摄影报道
从靠天吃饭的贫瘠山村，到声名

远扬的“蘑菇之乡”，海东市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西沟乡麻地沟村，用 5 年
时间完成华丽蜕变，小小蘑菇化作“致
富伞”，撑起乡村振兴的希望。

初夏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云
层，错落有致的日光温棚在朝阳下泛
着银辉，湿润的空气中，醇厚的菌香与
青草芬芳交织弥漫。麻地沟村，这个
昔日被贫困困住脚步的村落，正以食
用菌产业为墨，在广袤的田野上，奋力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振兴诗篇。

破局
站在村口的大树下眺望，山梁上

层层叠叠的梯田泛着灰褐色，这是麻
地沟村最常见的底色。

村民蒲永魁蹲在田埂上，手里攥
着干枯的玉米秸秆叹息：“以前种这
些，风调雨顺时一亩地能收千把斤，遇
上干旱年头，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
全村132户守着人均不足两亩的薄田，
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孩
子望着空荡荡的村落，眼神里满是无
奈。

2020 年初春，料峭寒意仍笼罩着
麻地沟村。村委会办公室内，村党支
部书记宁智勇的目光如炬，死死盯着
桌上的规划图纸。图纸上，那片由废
弃养殖场腾退的0.4公顷空地，像一道
醒目的空白伤疤。一旁翻开的账本
上，村集体账户少得可怜的余额数字
更是如针芒般刺痛着每个人的心。

“咱们不能再等靠要了！”窗外，呼
啸的北风卷着砂砾拍打着窗棂，屋内，
村两委成员围坐成圈，激烈的争论声
此起彼伏。这场关乎村子命运的讨
论，从晨光微露持续到暮色四合，在思
想的碰撞中，种植食用菌的想法如星
火般在众人心中燃起。

有了规划，宁智勇和村两委成员
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多方调研。他们
先是走访周边成功发展特色农业的村
落，学习经验、汲取教训。接着奔赴甘
肃省、陕西省等地的大型食用菌种植
基地，在交流中，他们得知许多村庄正
是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
到富裕的转变，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发
展食用菌产业的决心。

在邀请专家对麻地沟村的气候、
土壤进行评估后，宁智勇最终得出结
论：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种植平
菇、香菇等常见食用菌品种。这一结

论，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大家吃下了
“定心丸”。

一场改变麻地沟村命运的“蘑菇
革命”，即将拉开序幕。

起步
借助中央财政扶持资金、“一村一

品”项目款与村集体积蓄汇聚成150余
万元的发展“活水”，村两委敏锐捕捉
机遇，锚定日光温棚建设与配套设备
购置的发展蓝图。

为将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村
干部们化身“义务工”，在菌棚施工现
场扛起重责。宁智勇与村民并肩作
战，搬运钢架时，汗水浸透了衣衫。“那
段日子，大伙累得直不起腰，但一想到
未来的好日子，咬咬牙就坚持下来
了。”多年后，宁智勇回忆起那段岁月，
眼中仍闪烁着坚毅的光芒。

随着温棚拔地而起，新的挑战接
踵而至——管理经营经验的匮乏如同
一座大山横亘在前。关键时刻，以宁
智勇为首的村两委成员，党员蒲尕武
及部分家属挺身而出，主动承包温棚
运营工作。他们不仅义务投工投劳，
还积极邀请专业技术员开展培训，誓
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培训课堂就设在崭新的玻璃节能

温棚内。来自甘肃的李师傅挽起袖
子，以菌棒为教材，手把手教学。

“温度要稳控在25摄氏度，湿度保
持 85%……”宁智勇蹲在菌棒旁，笔记
本摊开在膝头，专注记录要点，全然不
顾裤腿早已沾满泥土。“宁书记学得比
我们还认真，每天最早来最晚走！”村
两委谈及此事，语气中满是敬佩。

然而，创业之路布满荆棘。首批引
进的菌种突发霉变，让所有人的心提到
了嗓子眼：“温湿度把控不好，一切努力
都白费！”面对困境，村两委白天奔赴县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请教专家，夜晚挑灯
钻研网络教程，从拌料、灭菌到接种，每
一个环节都反复推敲、摸索。

寒来暑往，众人以匠心守护每一
根菌棒，从培育到采摘，从生产到销
售，全程亲力亲为。

终于，这份执着得到回报。2021
年寒冬，首批平菇新鲜上市，当看到过
磅单上的数字时，许多人眼眶泛红
——那些挥洒的汗水、熬过的长夜，都
化作了幸福的结晶，见证着麻地沟村
破茧成蝶的蜕变。

蝶变
2023 年盛夏，六座崭新的温棚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菌棒整齐排列，一朵

朵平菇从袋口探出脑袋。采摘工人们
戴着草帽，挎着竹篮，小心翼翼地采收
成熟的平菇。

“来，搭把手！”村民蒲尕武招呼同
伴，将装满平菇的筐子抬上车。车厢
里，鲜嫩的平菇堆成小山，水珠在菌褶
间滚动，映着晨光泛起点点碎金。

这个种植基地正是麻地沟村在
2022年再次争取乡村振兴试点村项目
资金 835 万元修建而成。基地占地
1.27公顷，拥有5栋冬暖式现代日光温
棚和 1 处食用菌标准化生产车间，并
备有保鲜库、冷库等配套设施，项目建
成后，可加工菌棒 15 万个、年产菌菇
380余吨，还可以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在平菇正在茁壮生长的同时，试
验棚内，黄蘑菇也在经历最后的考
验。技术员老王半跪在菌丝培养基
旁，指尖轻触菌盖，感受着内部细密的
生长脉动。

“成了！”老王突然站起身，惊飞了
檐角休憩的麻雀，“这批菌菇不仅产量
达标，氨基酸含量比预期还高！”消息
迅速传遍全村，宁智勇捧着刚采摘的
黄蘑菇，菌褶间流淌的金褐色光斑，宛
如跳动的希望。 （下转02版）

破土新生：麻地沟村蘑菇产业振兴实录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海东实践系列报道之七

本报讯（记者 贾丽娜）为深度激活
河湟文化消费新活力，推动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6月10日，“西海2261·河湟文
化大集”海东市专场主题消费券活动在
西宁市新宁广场热闹开启。此次活动
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以“文化
展示+消费促进”模式，通过云闪付App
消费券为引擎，推动河湟文化传播与消
费提振双向赋能。

11 时，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充满河
湟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及富有当地特
色农产品摊位有序排列，吸引了众多市
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在热闹的氛围中，
消费券发放活动同步启动。定位在现
场的云闪付App用户可扫码领取三类消

费券：满100元减30元、满50元减20元、
满 20元减 6元，领券后即可在活动商户
处承兑使用，为参与群众带来实实在在
的优惠。

“本来被河湟文化大集吸引过来逛
逛的，没想到还能领消费券，刚好用消费
券买了一幅看了很久的剪纸画，直接省
了30块钱，太划算了！”西宁市民李女士
拿着刚购买的河湟剪纸开心地说道。

据悉，为保障活动公平有序进行，
消费券领取规则经过精心设计。活动
对象仅面向所有参与“西海 2261·河湟
文化大集”海东专场的商户及消费者。
活动期间，市民通过云闪付 App“扫一
扫”功能扫描现场海报二维码即可免费

领券，每种面额单用户限领1张。同时，
用户领券及用券时需保持手机定位在
活动现场，确保优惠顺利核销。

“西海 2261·河湟文化大集”海东专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活动顺利实
施，云闪付App技术团队已完成全流程
技术保障部署，并建立销售数据实时监
测机制，保障财政资金精准投放。活动
严格执行公平公开原则，首轮发放定于
6月10日11时启动，共持续2天，承兑截
止时间为6月11日21时，逾期失效。

此次活动，不仅让消费者得到实
惠，也为“西海 2261·河湟文化大集”海
东专场的相关商户带来了显著效益。

“消费券发放后，摊位前的顾客明显增

多，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一半，希望
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老严哥平
安月饼摊位负责人严兆江表示。

此次活动为“西海 2261·河湟文化
大集”海东专场深度融合文化展示与消
费场景，消费券的发放不仅为市民带来
实惠，还通过引流助力河湟文化相关商
户增收，在新宁广场掀起文化与消费交
融热潮的同时，也为海东文化消费市场
注入强劲动力，实现了河湟文化传承与
消费提振的双重价值。

活动期间，市民可走进“西海2261·河
湟文化大集”海东专场，直观感受河湟文
化魅力的同时享受消费优惠，共赴这场兼
具文化厚度与消费活力的夏日盛宴。

“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海东专场消费券发放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6月10日，
海东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专题学习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提升领导干部依法统计、
科学统计意识和能力。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徐自红主持。

会上，由援青干部、省统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王新峰从修订背景、重大
意义、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基本框架
和规定、贯彻落实等方面对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进行了全面
深入解读，为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全面理
解掌握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抓好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有效指导。

会议强调，统计工作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
统计数据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
要依据。统计工作业务性和政策性
强，高质量做好统计工作事关全局、
事关发展。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带头深入学
习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做到学法、懂法、用法，并结合

实际抓好落实。要充分发挥“关键
少数”表率作用，将新修改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纳入领导干部
应知应会清单，利用中心组、学习例
会等形式抓好学习，做到自觉带头
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严守不得
自行修改统计资料、不得要求伪造
篡改统计资料、不得暗示明示他人
填报虚假统计数据、不得打击报复
依法履行统计责任的单位个人等“4
个不得”红线，切实履行防治统计造
假领导责任。要正确履行好部门职
责，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数据质量
第一原则，找准部门在统计工作中
的职能定位，切实扛起统计工作的
政治责任，正确履行好部门数据的
部门职责，统计部门要牵头做好对
统计工作的业务指导，通过协同发
力，持续夯实统计现代化改革法治
根基，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
各部门负责同志，市直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海东工业园区各部室、青海高等
职业技术学院、市属各国有企业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开学习（扩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