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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刘文静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
撤县建区十年来，海东市乐都区牢

牢抓住农业发展这一民生大计，始终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业发生历史
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区农业总
产值达17.02亿元，较2012年增长15.46
亿元，农业农村成果丰硕。

完成粮油作物播种面积 38086.67
公顷；蔬菜总播种面积7213.33公顷，总
产量 31.4 万吨 ；各类畜禽饲养量达
210.01万头（只），各类畜产品产量达到
3.9万吨；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1933.33
公顷、设施农业9546栋……

十年间，乐都农业蓬勃发展，农业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农产品产量和
品质实现“双飞跃”，一幅充满生机与希

望的美丽画卷在河湟谷地徐徐展开。
按照“农业强区”发展战略，乐都区

围绕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绿色的发展
方向，全力统筹抓好农业农村各项重点
工作，农业发展日新月异，乡村面貌焕
然一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铿锵有力。

乐都区加快“一园三区”建设，继续
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川、浅、脑
不同地区的生态类型优势，着力打造引
胜沟绿色产业园，大力发展“温室+樱
桃+水产养殖垂钓”的休闲观光农业，共
发展休闲农庄75个、民俗村18个、农家
乐161个。加快构建以农牧户家庭经营
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
务为支撑的主体式复合型现代农牧业
经营体系，建成龙头企业9家，新型经营
主体达到 1561 家，农村创新经营主体

20个，8家专业合作社荣获“国家合作社
示范社”称号。

同时，加大农产品申报绿色食品、
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建设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23个，累计
认证“两品一标”25个，乐都长辣椒、紫
皮大蒜被农业农村部评为消费者满意
前100名名优产品，乐都长辣椒、乐都紫
皮大蒜、乐都地膜洋芋的种植面积分别
达到 342.4 公顷、914.2 公顷、2084.53 公
顷，三大优势作物经济效益显著……农
业生产实现“质效双升”，老百姓的“饭
碗”端得更牢固、“菜篮子”和“果盘子”

装得更丰盈。
产业兴则农业兴，农业强则百业

强。十年来，乐都农产品供给取得新突
破，产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新型经
营主体培育取得新成果，农牧业品牌建
设达到新高度，农产品质量安全获得新
保障，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收入稳
步增长，农业发展日新月异。

放眼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一个个
美丽乡村跃入眼帘，一个个特色产业悄然
兴起……站在新的起点上，乐都区将继
续书写更加辉煌的农业篇章，为乐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浓墨重彩绘就农业发展好“丰”景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郝志臻 摄影报
道）3月下旬，记者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康格达景区看到，工人们正在
进行木栈道的刷漆以及路面青石砖的铺
设工作，景区里处处一派繁忙景象。

据悉，康格达景区以“康格达神山”

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两个特色
小镇，即以康体养生为主题发展“古鄯
七里寺药泉小镇”、以文化养心为主题
发展“满坪河湟壇城小镇”，是一个集产
业、文化、旅游和乡村建设功能于一体
的新载体，也是一个集文化旅游景区、

新兴消费产业聚集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区“三区合一”效能的新空间。

康格达景区建设项目位于满坪镇
大庄村和古鄯镇七里寺景区内，项目总
投资 4000万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
规模为新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2000平

方米）及附属设施、智能流量监测系统
及附属设施、消防设施（2处）、应急救援
设施（2处）及附属设施设备、观景平台
（4处）及附属设施、游客驿站（4处）及附
属设施、给排水管网 4000米、供电线路
4000 米、直饮水设施 3 处、连接路 3000
米、内部道路 4000 米、自行车道 2000
米、游步道 5000 米、标示标牌 20 块、生
态停车场（5000平方米）及附属设施设
备等。项目于去年 3 月 20 日正式开工
建设，将在今年6月底完工并开门迎客。

目前，七里寺总体项目完成 92%，
其中，游客服务中心整体以及内部的
水、电、暖安装、地面铺砌、外墙保温、内
部装修均已完成；消防水池的主体、填
埋工程、消防水池已完工。游客驿站完
成工程量的 98%，木栈道主体框架基
础、木结构安装完成，目前正在刷漆，已
完成工程量的 95%。污水管网、自来水
管网铺设完成，路基工程的边沟浇筑、
沙砾垫层已完成，现剩余铺设水稳层油
面。满坪总体项目完成 95%，其中连接
路、木栈道、污水管网全部已完成；油路
已完成路基工程，边沟浇筑已完成，沙
砾垫层已完成，只剩水稳层及油面铺
设。

民和县文体旅游局项目办主任辛晓
萍告诉记者，康格达景区项目建成后，年
平均接待旅游人数将达40万人次。

●关注重点项目

康格达景区于6月底开门迎客

□本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祝美甲
“墒情还不错，种植密度经过调整

合适多了，就是部分花椒株选得有点大
了，后期还得好好修剪修剪……”近日，
在海东市平安区小峡街道“花椒林下种
植基地”，项目前期指导专家、青海大学
农牧学院教授段晓明，为石家营村的花
椒林项目“传经送宝”，上了一堂生动的
现场技术培训课。

“为了充分利用这块有限的土地资
源，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村在原来的
荒地里种了3000株花椒树，又经过多方
协调争取到28万元项目资金，今年还计
划在花椒树下种赤芍，形成‘枝头产业+
林下经济’模式，每年累计产值可达6万
元左右。”石家营村党支部书记许正云
说。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今年以来，
小峡街道以党建为引领，以发展实体经
济、增强“造血功能”为主攻方向，转变
思路，多措并举，聚力聚势，探索打造村
集体增收的小峡路径。

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推动
“强村”工程落到实处，小峡街道制定
《村集体经济发展四大专项行动》，在街
道的12个村全面开展一次大调研，摸清
资产资源，掌握了实际情况，有了初步
发展思路。期间，邀请10名全县村集体
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分享发
展经验，增强发展信心；邀请区乡村振
兴局、文广局、农科局负责人解读乡村
振兴政策，找准政策结合点，对成熟项
目予以资金支持，增强发展动力。建立
平安区第一个科技助农专家工作站，邀
请青海大学专家教授对各村拟实施项
目“把脉问诊”。

今年，小峡街道将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作为重点工作推进，以发展实体产
业为导向，积极利用区位优势，突出资
源主导，坚持“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
游则游、一村一策”原则，根据资源禀赋
优势，通过合资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
资产、资源，发展早夜市、麝鹿养殖、家
政服务、商务宾馆等产业，努力实现质

量高、效益好、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街道有7个村是征地拆迁村，

征地拆迁后由于各村都没有土地，村集
体经济也没有发展思路，多年来没啥变
化，一直停滞不前，近年来，省、市、区、
街道引导各村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我
们每年召集党员群众商议对策，问计于
民，也逐步转变了发展思路，现在我们
村大力发展地摊经济，红庄村的早夜市
运营平稳，共有200多个摊位，实现就近
就业人员 260余名，去年我们村集体经
济收入增长达30万元，我们还拿出部分
资金为百名60岁以上群众送去米面油，
群众、党员的幸福感不断增强。”下红庄
村党支部书记殷恒吉一脸兴奋地介绍
道。

“我们村本来村集体经济较为薄
弱，按照街道的统一部署，由村集体经
济发展较好的下红庄村带领我们柳湾
村‘抱团’发展。我们这离机场只有 5
公里，区位优势明显，今年打算积极发
展宾馆产业，经过多方对接，两个村预

计总投资 300 余万元打造一家商务宾
馆，宾馆建成后预计年收入能达到60万
元，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可以实现翻
番了。”柳湾村党支部书记殷恒福介绍
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产业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延伸和
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今年，小峡街道将创新强村带弱村联
建、村企联建模式，实现资源整合、优势
互补、抱团发展，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
带弱村等“抱团”发展模式，突出集体经
济发展强村党组织在推进产业发展中
的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鼓励各村在发
展集体经济方面整合项目、资金和技
术，进行“捆绑”，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产
业。

小峡街道跑出实体强村新速度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何婷）近年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在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上持续
发力，在增强“精度”上下功夫，在做
实“里子”上出实招，用完善机制统筹
城市治理，用精细管理提升城市品
质，用为民理念提升城市温度，下足

“绣花功夫”，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助力高质量和美循化建设。

循化县着力完善管理机制，以专
业化队伍织好“绣花图”。建立城市
管理决策协调机构，及时成立城市管
理委员会，严格落实联席会议、督查
检查、考核问责、执法联动等制度，充
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有效解决了实际困难和问
题。建立监督指挥系统，加强推进信
息化平台建设，整合社会治安和道路
交通监控等公共管理服务系统资源，
成立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组建专业的信息采集队伍，通过专业
培训，配备“城管通”信息采集、发送、
接受设备，负责对城市管理相关信息
的收集、发送、反馈等工作。建立城
市网格化管理机制，实现城市管理范
围全覆盖，23名实职县级领导担任片
区长，72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一把
手”任网格长，负责网格责任区域内
的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运用“条块
结合、以块为主、重心下移、具体落
实”的方法，达到了城市管理效果突
出化、职责分工明确化、管理标准精
细化、管理手段具体化，确保了城市

“网格化”管理工作落到实处，让城市
管理的触角充实到了城区各个角落，
实现了城市管理全方位、无缝隙。

为着力提升市容环境，以精细化
管理练好“绣花功”。循化县常态化
抓好市容市貌专项整治，重点整治违
法占道经营、“门前三包”不落实、广

告不合规、非机动车乱停放等现象，
消除了延续多年的“三乱”现象；彻底
清除了全县户外沿路设置的立体式
大型广告乱象；杜绝了县城街面的各
类“牛皮癣”小广告乱象；撤除了主次
街道放置的有碍观瞻的垃圾收集车
乱象，城市市容市貌更加整洁美观，
城乡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提
高城市园林绿化品位，实施完成了旧
环城路的门头招牌规范、墙体统一颜
色、封闭经营等风貌改造工作任务，
实现城区商店门头广告牌匾简约有
序、整齐美观、管理规范。

循化县着力优化服务理念，以人
性化手段用好“绣花针”。树立城市
管理“721”工作法理念，积极主动改
进工作方法，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
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
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变主动
管理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
治理，城市管理更加人性化。办好为
民实事，进一步规范停车管理，启用
了1万平方米的大中型工程车辆停车
场，解决了县城所有租赁工程车辆的
停放难问题。联合住建、公安在主街
道划线规范停车泊位并实行收费制，
协调沿街33家宾馆、小区停车场1650
个停车位对外开放，基本满足了广大
市民的停车需求，有效缓解了停车压
力。完善亮化设施，为保障城市夜间
道路处处有亮光，新安装和改造提升
了市政大桥等道路的路灯，县城新增
路灯786盏，亮化率进一步提高，县城
所有亮化设施实现智能化操控。

精细化管理

让城市从“面子”美到“里子”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近年来，
海东市乐都区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全力维护市场秩序，持续营造良
好的消费环境，推动消费在安全轨道
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消费者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聚焦乡镇（街道）、校园及周边等
重点场所，乐都区全面加强食品、药
品、民生商品等监督管理，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农村食
品安全综合治理，强化校园及周边餐
饮安全，加大抽检频次和力度，切实
强化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全
链条”闭环式管理。2022 年，年度抽
检食用农产品 496 批次，合格率达
99%；检查医疗机构 198家次、药品零
售企业 185 家次，特殊药品使用单位
48 家次，检查化妆品经营单位 95 家
次，责令改正 5 家，立案查处 1 起；督
促全区 70家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
落实主体责任，校园食堂“互联网+明
厨亮灶”覆盖率达 100%，学校食品安
全监督检查率达100%。

同时，乐都区扎实推动重点工业
产品、农资产品质量监管，对儿童用
品、食品相关产品、家用电器、建筑装
饰材料、交通用具、消防产品、日用杂
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质量、燃
气器具等27类228批次产品质量进行
监督抽检，下架“三无”产品3台（件）。

先后开展农机具及配件、种子、农药、
化肥、农膜等整治行动 26次，对 22家
农资经营单位进行备案造册，切实保
证群众购买到合格农资产品，确保春
耕生产高质量推进，并积极开展计量
器具监督工作，重点对农贸市场、超
市、医疗机构和加油站计价秤和其他
计量器具进行计量监督检查，共检查
商户及单位 1380家、计量器具 620台
（件），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40余份。

为规范市场秩序，深化执法监管
力度，乐都区还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
销宣传行为，整治违法违规商业广告
宣传行为，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产品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专项整
治行动，对全区 10家涉及近视治疗、
康复的单位进行统一执法检查；开展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合同格式条
款专项整治，对 8家非学科类培训机
构进行实地检查；组织开展电商平台
经营户“亮照、亮证、亮规则”行动，以
显著方式向消费者展示各类活动的
详细规则，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
选择权，并充分发挥 12315 投诉举报
热线作用，切实把维护群众合法利益
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努
力将热线工作打造成听民情、解民
忧、顺民意的“连心线”。2022 年，共
受理消费投诉举报案件 350 件，调处
340件，涉案金额为46万元，挽回经济
损失35万元。

强化监管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3月27日，2023年青海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组）智慧物流方案设
计与实施、会计技能、市场营销赛项三项比赛在青海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开
赛。据悉，此次大赛为期2天，旨在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技能人才培
养、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和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作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社会风气，更好地服务就业创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

本报讯（记者 徐四伟）近年来，海东
市平安区整合各部门力量，集中人力物
力，有序推进殡葬改革整治工作，散埋乱
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殡葬市场进一步
规范，殡葬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深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促进群
众形成厚养薄葬的良好风气，平安区将
殡葬改革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四
战略”“一优两高”及贯彻落实《海东市
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等有机结合，按照

“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示范引导、抓点

带面、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层层压实
责任，目标责任到人，改革工作深入推
进。以“零容忍”的态度，着力推进违建
墓地专项整治成果提速加力，有效治理
安葬（放）设施领域中存在的历史遗留

“硬骨头”，确保墓地整治工作达到预期
效果。对辖区内公墓、骨灰堂、公益性
墓地等所有安葬（放）设施进行“地毯
式”、全覆盖摸排，加强对丧葬用品市场
监管，对违规制作的墓碑、石柱进行集
中清理。

同时，投入 4288.9万元实施凤凰山
公墓绿化美化环境整治项目，拆除砖围
墙 3500平方米，安装卧碑 1236个，完成
对墓地公共设施建设和绿化工作，共栽
植乔灌木7287株，有效解决了平安区凤
凰山公墓散埋乱葬、公墓土地消耗殆尽
等问题。投资 400万元，推进平安区殡
仪服务中心和骨灰安放设施能力提升项
目，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

此外，平安区依托村规民约、红白
理事会等方式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引导

群众转变厚葬久丧的传统观念。充分
抓住清明节群众对殡葬关注度高的有
利契机，大力宣传文明祭祀，鼓励广大
群众以网上祭祀、卡片祭祀、植树绿化
等新方式代替燃放鞭炮烧纸，以“零碳”
祭祀树立文明新风，期间，发放鲜花
4000 株，发放文明祭扫倡议书 2000 余
份。2022年，平安区各乡镇、街道丧事
简办 73 起，为 13 人发放节地生态安葬
奖补资金 7.2万元，免除城乡居民基本
丧葬费6.85万元。

平安深化殡葬改革树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