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1，建党百年，气象万千。这一年，大事要事多，难事新事多，个体与国家都有故事可讲，在小故事与大故事的联结中，

我们步履不停，意气风发，纵然风雨兼程，总是砥砺前行。每个普通人，都是时代前行的力量。即日起，本报策划推出“新春
走基层·百姓故事”系列报道，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讲述过去这一年里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拼凑时代发展共同的记忆。

□本报记者 卫正芳 摄影报道
酷暑严寒，晨霜暮雪，年年复

年年，行行重行行。在海东，有几
十位公交车驾驶员，他们在各自的
线路上默默奉献。李国发，就是其
中一位。

李国发，40 岁，海东市乐都区
马营乡人。今年是他从事这个行
业的第6个年头。每天清晨5时30
分，当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还在睡
梦中，公交车驾驶员李国发已经带
上饭盒和保温杯从家中出发，开始
了他一天的工作。

6时 20分，李国发驾驶的首班
“平安-石灰窑”公交车即将发车。
来到车内的他第一时间检查车辆
基本情况，生命锤、灭火器各就
各位；车上扶手、座椅消毒必不
可少；车辆挡风玻璃、前后镜灰
尘一点点擦拭干净……在完成一
系列工作后，6 点 30 分，首班“平
安-石灰窑”公交车准时发车。

“请往里走！”“请帮忙为老人
让个座，谢谢！”“扶好站稳，车要开
了！”“请上车的乘客戴好口罩，疫
情防控期间千万别大意！”……车

辆在乡镇道路间缓慢行驶，每到一
个站点，只要有乘客上下车，李国
发都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提醒的
话语。“虽然繁琐，但大部分乘客都
能理解。”李国发说。

从业 6年来，李国发跑遍了海
东的各个乡镇，走遍了海东的大街
小巷，接送南来北往的乘客。作为
城市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目
睹了海东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
化：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道路宽、
绿化好，百姓生活幸福感也越来越
高。他告诉记者，公交车变成了新
能源纯电动车，公交线路也覆盖到
了越来越多的乡镇农村，乡镇道路
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这些变
化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海东城市发
展得越来越快，作为一名海东公交
车司机，能够服务于这座城市，他
觉得很骄傲。

2021 年 9 月 12 日，青海省第
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
海东开幕。这是自 2013 年撤地设
市以来海东举办的规模最大、规
格最高的一次体育赛事，聚焦着
社会各界的目光。同时也意味着

此次民族运动会期间的用车服务
保障标准十分严格，任务十分艰
巨。

李国发被抽调为此次盛会期
间提供交通服务的工作人员，每天
负责来回接送演职人员、运动员和
观众。每天一早，他将他们送到体
育场后，便趁着停车的间隙，抓紧
时间清洁车厢，着力营造一个洁
净、舒适的乘车环境。

“民族运动会期间最早的时候
是 5点出发，从平安区把开幕式的
演职人员送到乐都区，晚上排练结
束后再送回酒店，能为全省的运动
员、裁判员和演职人员做好服务保
障，能够展现我们海东人的风采，
我觉得很荣幸。”李国发说。

夏末的夜间，海东大道灯火阑
珊，喧闹了一天的城市在霓虹闪烁
中渐渐安静下来，像李国发这样的

几十名城市摆渡人驾驶着一辆辆
公交车穿梭于民族运动会保障现
场，一点不逊色于霓虹灯的绚丽。

2021 年 10 月 21 日，海东市平
安区发生疫情。一时间，交通管
制，出租车、公交车停运，平时熙熙
攘攘的十米车厢里，李国发第一次
尝到了“空趟”的孤独感。为了尽
自己的一份力，让疫情早日得到控
制，李国发主动申请驾驶防控疫情
医护人员专用车线路，负责接送各
县区和西宁市支援平安的医护人
员。

“路上我从后视镜里看到疲惫

的医护人员一上车就靠着椅子睡
着了，开快了怕把他们颠醒，开慢
了又担心误了他们的休息时间。”
李国发说，疫情期间，他听得最多
的就是“师傅谢谢您”这五个字，

“‘谢谢’这两个字反而是我想对医
护人员说的，谢谢他们，他们为病
人服务，我为他们服务，我们的心
都是在一起的。”

2021 年 11 月 4 日，平安区正
式解封。11月6日至11月8日，平
安区所有学校各年级段错时错峰
复课。海东市公交集团增开“复
学专线”，抽调 50 辆公交车和 43
名司乘人员为平安区学子保驾护
航。

考虑到学生复课进校时要测
体温、登记，住校学生还要前往寝
室放行李等，为确保孩子们按时复
课，李国发早上 6点钟就到达了公
交停车场，并对车辆进行全方位的
检查、消毒防疫及清洁等工作，7：
00车辆准时出发，依次前往各个站
点接学生，全车孩子准时到达了学
校。

安全生产，优质服务，以身作
则，敢于担当……工作6年来，李国
发无安全责任事故、无服务纠纷、
无服务投诉。

2021 年对每个海东人来说都
是不平凡的一年，民族运动会、抗
击疫情、坚守、前行、梦想、追逐、喝
彩……这一年，李国发在他的十米
车厢里迎来送往，他用最朴素的话
语，最认真的坚守，为了每一名乘
客的“安全”百炼成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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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璐）2021 年年底，在
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
赵木川村的“黄河彩篮”设施农业基地试
种的一棚桑黄喜获丰收，桑黄子实体产量
超 260 公斤。这也是自 2020 年成功种植
灵芝后，民和县成功引进试种的又一种珍
贵药用真菌，这在青海也尚属首次。

桑黄，别名桑耳、桑黄菇，是一种寄生
在桑树上的珍稀药用真菌，在《神农本草
经》和《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近年来，国
内外专家、学者经过研究证实，桑黄除了具
有传统药理作用外，还具有抗肿瘤、免疫调
节、保肝和抗肝硬化、抗氧化、抑菌、消炎等
作用，药效在天然药物中位居前列。

为了填补民和县甚至青海省在这一
领域的空白，2021年，青海雪芝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与上海农科院合作，由上海农
科院提供菌棒和技术指导，在位于民和县
黄河岸边的“黄河彩篮”基地租赁了一栋
日光节能温室，种植了5000个菌棒并获得
成功。

一年来，海东市科技局把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作为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

重，狠抓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引进、实
验、示范和推广。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引进
实验新产品、新技术，2021年共引进实验新
品种107项，新技术56项，示范推广各种实
用技术100多项、实验成功品种150余项。

同时，以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区建设
为契机，立足油菜、马铃薯、生猪、特色果品
等优势主导产业，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申
报科技成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一
批重要科技创新成果，认定省级科技成果
20项，成果涉及农业技术、新能源、生态环
境保护等领域，为加快我市绿色有机农产
品品牌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

据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 年，
海东市科技局将围绕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的总体目标和传统工业转型
升级、新型低碳产业培育壮大、新材料、新
能源、生物医药等方向，大力引进高效优
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加快示范推广
步伐，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创
新，同时做好社会发展领域科技成果推
广，努力提高科技含量，促进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

本报讯（记者 赵娜）2021 年以来，海
东市林草部门压实属地责任，细化防火措
施，全力抓实抓细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坚
决杜绝发生森林草原重大火灾事故。全
市未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及其引发的
人员伤亡事故，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

海东市林草部门切实肩负起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行业主体责任，对标对表中央和
省市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求，主要负责同
志亲自安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压
实防火责任，持续强化联动协作，切实织牢
织密火灾防护责任网格，坚决确保责任到
人、落实到岗。坚持预防为主，强化火源管
控、预警监测，隐患排查。在重点林区、重
点部位和主要进山路口科学设立森林草原
防火检查站，加强日常巡查管控，加强进山
人员检查力度，做到应查尽查、不漏一人，
切实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全面封山禁火，
坚决管住野外火源，全力消除森林草原火
灾隐患。

同时，持续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不
断完善应急预案，维护基础设施，做好防火

物资储备。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随时保持应急状态，做到火患早
排除、火情早发现，一旦发生火情，确保能
够快速反应，有效扑救。全市上下形成党
政同责、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防火格局，
教育引导群众将防灭火作为行动自觉。在
春节、清明等关键节点严防死守，严格落实
扫“防火码”进入、集中祭祀等各项措施，全
面禁止烧荒、吸烟、烧纸、野炊等一切野外
用火行为。并成立 3个督导检查组，采取
明察暗访、专项检查等形式，完成督导巡
查，有力消除了各类火灾隐患。

此外，积极推动各县区之间、互助土
族自治县与甘肃省天祝县之间签订森林
草原防火协议，建立完善公安、应急、林草
等单位协调联动机制，全力构筑联防联保
防线。2021 年年初，组织成立了 80 人半
专业森林草原防火应急民兵连，为海东市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注入了新力量。

海东森林草原

防灭火能力显著提升

责任大于责任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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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市引进新品种107项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近日，海东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卫生
健康委联合制定下发了《海东市散装奶经
营准入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海
东市散装奶登记卡审批表（试行）》，旨在规
范散装奶经营行为，有效杜绝散装奶销售
环节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构建散装奶销售环节长效监管机制。

《规定》从奶源品质、环境要求、质量
安全、人员健康、贮存条件、卫生条件六个
方面对散装奶销售环节经营及监督管理
进行了规范；对销售的生鲜乳源奶质量安
全进行了明确；对销售区域环境卫生、从
业人员健康、盛装容器、计量器具进行了
细化。对符合以上条件的散装奶销售户
实行登记管理，由市场监管部门办理《食
品摊贩登记卡》。不符合条件未办理登记
卡的销售摊点，及时通报当地城管部门依
法予以取缔。

2021年以来，海东市通过建立健全科
学有效的散装奶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监
管协调三个机制，力争散装奶监管达到三
个 100%。即：结核病、布鲁氏杆菌病阳性

奶牛淘汰率达到 100%，散装奶销售摊点
登记率达到 100%，销售的散装奶监督抽
检覆盖面达到100%；到2023年底前，逐步
将奶牛散养户纳入专业合作组织，实现标
准化管理、专业化养殖、规范化销售，促进
我市乳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早、晚散
装奶销售量大的特点，要求各县区市场监
管部门安排专人，进社区、进集市，对辖区
内经常销售散装奶的区域，特别是居民小
区门口开展蹲点式摸底排查，逐一进行登
记，详细记录经营者姓名、经营品种、经营
地址、联系电话、经营时段等信息，建立散
装奶销售户基本信息台账，全面掌握辖区
散装奶销售基本情况。对2批次散装奶开
展监督抽检，对蛋白质、三聚氰胺、脂肪等
质量安全指标进行监测，产品合格率
100%，为市民喝上“放心奶”把关。

据介绍，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加
快推进《食品摊贩登记卡》的发放，每季度
组织开展散装奶及盛装容器的专项监督
抽检，对实行登记管理的散装奶销售户质
量覆盖面达到 100%，及时发布散装奶消
费警示提示，确保我市散装奶质量安全。

我市制定

散装奶规范管理准入规定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记者近日
获悉，为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顺利开展，海东市成立了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
综合协调组、基础设施组、市容环境
卫生组、生态环境组、市场监管组、疾
病防控与医疗卫生服务组、园林绿化
组、农村环境整治组、宣传组和专家
咨询协调组 10个工作组和专项督查
组，明确各组工作职责和任务，形成
了“兵团作战”创卫新格局。

据介绍，综合协调组由市卫生健
康委牵头，负责拟定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三年工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工
作总结、爱国卫生法规和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法规等。指导辖区范围内的
县和乡镇积极开展国家卫生县和国
家卫生乡镇创建，逐步推进全域创
建，开展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

为竭尽全力补“短板”，成立基础
设施组，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
头，指导科学制定城市基础设施规划
和建设，负责城市生活垃圾、污水、粪
便无害化处理设施规划、建设，并负

责规范管理建筑工地（含待建、拆迁、
在建等工地），确保建筑垃圾运输处
理规范，无扬尘和噪声污染，无乱倒
垃圾和乱搭乱建等现象发生。

市容环境卫生组由市城管局牵
头，负责建成数字化城管系统，开展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并全面落实各类重点
场所、社区、居民小区及行政企事业
单位内部的环境卫生管理职能，建立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有效覆盖。

为打响碧水蓝天保卫战，生态环
境组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督促指导
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破坏
治理，确保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事故。加强大气污染治
理，确保各级水环境功能区全部达
到要求，未划定功能区的水质不低
于五类。

市场监管组由市市场监管局牵
头，实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管理，加强小餐饮店、小食品店、小作
坊管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食品摊贩

实行统一管理，规定区域、限定品种
经营。无制售“三无”食品、假冒食
品、劣质食品、过期食品等现象，为全
市师生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疾病防控与医疗卫生服务组由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负责强化重大传
染病防控措施，建立重大新发突发传
染病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并对公安、应急、消防、
交通、教育和安保等重点行业人群开
展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逐步提高全
社会全民急救能力等。

园林绿化组由市林草局牵头，通
过加强绿化工作，提高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和公园绿地面积，强化绿地管
理。农村环境整治组由市农业农村
局牵头，督促指导开展城中村和城乡
接合部人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农
村“厕所革命”。宣传组由市委宣传
部牵头，全方位普及健康知识，积极
宣传健康县区、健康乡镇和健康村、
健康社区、健康医院、健康家庭等“健
康细胞”建设工作，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增进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的意识，倡导居民维持健康体

重。
专家咨询协调组由市卫生健康

委牵头，负责协调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相关领域专家对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三年工作规划编制工作进行指导，以
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相关领域专家
开展工作培训等。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对于推动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改
变城市面貌，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
境，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经济发展，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我市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用现代文明城市的思想高标准引
领城市发展尤为迫切。为此，市委市
政府决定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并形成县区、部门分工协作，全体
市民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力争在
2024年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命名，让海
东各族群众成为创卫工作的实践者
和受益者。

海东“兵团作战”模式

推进创卫工作有序进行

李国发：守望一线的城市“摆渡人”
——“新春走基层·百姓故事”系列报道一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沙沟回族乡组织辖区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员共50余人参观了青海省博物馆，了解青海解放史，感悟“两弹一星”“玉树救灾”等催
人奋进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激发民族热情和爱国精神，坚定感恩奋进、拼搏赶超的信心
和决心。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实习记者 徐四伟 通讯员 王胜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