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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夏日的傍晚，行走在海东市乐都区

三河六岸湿地公园，风光秀丽，如游画
中。清澈河水倒映出湛蓝的天空，与朵
朵白云、依依垂柳构成一幅“满园深浅
色，照在绿波中”的画卷。一湖碧水倒
映出的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步伐，更是良
好生态带给市民的幸福和欢乐……

山川秀美，关键在水。水是生命之
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依水而生，与
水相谐，向来是令人陶醉的画面。近年
来，乐都区紧紧围绕“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思
路，扎实做好管水、治水、护水文章，着
力解决河湖治理保护突出问题，有效提
升河湖治理保护水平，推动河湖长制从

“有名有实”到“有能有效”。
从河湖长制启动之初至今，乐都区

始终思路清晰，不断创新完善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组合拳”，并开启了以“河湖
长制”实现“河湖长治”的探索创新之
路。

管好河湖，核心在水，关键要用制
度管人管事、管水治水。乐都区严格按
照“建立管理机构、明确工作目标、落实
管理责任、严格管理考核”的工作思路，
及时构建区、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
系，设立区级河湖长 26 名，乡镇（街道
办）级河湖长60名、村级河长280名，切
实做到了守河有方、守河有效，全区河
湖管护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河湖面貌
持续改善。

“有了河湖长制，我们村里的生态
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乐都区高庙
镇西村村民王大爷说道。“小时候，河水
特别清澈，夏天我们经常下河去游泳摸
鱼，后来水被污染，变得又脏又臭，河里
也没有鱼了，这几年，随着环境的治理，
水又清澈了起来。”王大爷作为土生土
长的乐都区高庙镇人，自小在河畔长
大，亲身见证了湟水河从清流成污水，

再到如今变得清澈的过程。
然而，对于生活在河湟谷地的人来

说，湟水河不仅是黄河上游流域最大的
一级支流，更是“母亲河”。城市村庄都
依河而建，蜿蜒的河道相连如血脉，滋
养着两岸的生命与文化，成就了每个人
对这个地方的记忆。

这几年，随着治理工作的推进，当
地的治河理念也在发生变化。乐都区
充分发挥三级河湖长作用，扎实开展河
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清四乱”工
作，对沿湟乡镇的桥梁、临河房屋、采砂
场、拦河闸坝、其它占用等妨碍河道行
洪的建筑物进行全面排查，并建立问题
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三个清单”，
有效避免妨碍河道行洪问题的发生。
持续开展河湖健康评价，依法打击河道

非法采砂行为，强化河道采砂管理，做
到河道采砂管理有序可控。坚持“开门
治水”，创新“线上+线下”多种宣传方
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全域治水宣传，
适时发布河湖长制工作情况和重要信
息。结合世界水日、环境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广泛宣传，群众对河湖长制工
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不断提升。

乐都区通过对河道的专项治理，河
流沿线生态修复及绿化，不仅显著提高
了湟水河防洪安全保障能力，一改河道

“脏乱差”的旧景象，还形成了乐都区
“一河两绿”滨河景观带，打造出乐水飞
堰、湟流长堤、九曲灯阵的湿地生态美
景，两岸的绿道更成了居民休闲散步的
重要场所。

如今，乐都区以“互联网+河湖长

制”等“智慧河湖”为支撑，加速推进湟
水河智慧河湖管理系统建设，在湟水河
及湟水河一级支流安装 31个视频监控
点，打造信息化监督管理平台，并与省、
市数据进行交互，动态更新河湖名录，
实现各级河湖数据全覆盖。开展乡村
两级河湖长培训，督导基层河湖长、河
湖管护员正确使用“河湖长通”App，切
实履职尽责，河湖环境管理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生活在乐都区的市民们纷纷感慨
道：“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湟水河，
已从我的记忆中回到了现实来。”

“河湖长制”让彩陶故里水清岸绿

生态生态海东海东

今年以来，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聚焦民生热点，持续深化开展“铁拳”行
动，围绕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点商
品、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全市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精准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
与群众紧密相关的违法行为，有力维护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更好地起到
警示违规、震慑违法作用，现公布一批
典型案例。

案例一：青海某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无证生产化妆品案

2023 年 5 月 25 日，青海省海东市
平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青海某
酒店用品有限公司无证生产化妆品的
行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0840.57元，作
出罚款100842.05元的行政处罚。

2023 年 3 月 24 日，青海省海东市
平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市
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在未取得化妆品
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灌装“洗发
露”“沐浴露”“护发素”等化妆品。当事
人未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化妆
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生产经营监
督管理办法》第五条，属无证生产化妆
品的违法行为，平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二：循化县某镇中心卫生院使
用过期医疗器械案

2023 年 4 月 19 日，海东市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某
镇中心卫生院使用过期失效的一次性
真空采血管行为，作出没收过期的一次
性使用真空采血管47支，罚款2万元的
行政处罚。

2023年 3月 1日，循化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药械市场检查中发
现，某镇中心卫生院的化验室采血窗口
抽屉内使用中的47支一次性真空采血
管过期失效。当事人使用过期失效医
疗器械的行为，违反了《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构成了
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循化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
罚。

案例三：平安区某燃气有限公司使
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
备作业行政处罚案

2023年 2月 9日，海东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法对平安区某燃气有限公司
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
设备作业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
的行政处罚。

2022年10月17日，海东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平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特种设备现场安
全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 1 名气瓶
充装人员无特种设备人员气瓶充装
证，充装人员配备不足，由平安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监察指令书责令改
正。次月，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现场检
查时，2 名气瓶充装人员均未持有有
效期内的特种设备人员气瓶充装证，
不具备气瓶充装作业资格。当事人逾
期未改正存在的事故隐患，海东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监察指令书，责
令立即停业停产整顿。当事人使用未
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备作
业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的规
定，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
作出行政处罚。

案例四：乐都区某烟酒食品店销售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案

2023 年 4 月 10 日，海东市乐都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乐都区某烟酒
食品店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
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百年汾杏”白酒8瓶，罚款1000元
的行政处罚。

2023 年 3 月 12 日，乐都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联合山西杏花村汾
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依法对乐
都区某烟酒食品店进行检查。经查，
当事人销售未经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
同一种白酒上使用与其注册的图形商
标相近似的白酒，属于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行为。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乐
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行
政处罚。

案例五：化隆县某生态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2023 年 1 月 30 日，海东市化隆回
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化隆
县某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虚假宣传
的违法行为，作出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
广告，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2年11月14日，化隆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称化隆县某生态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存在虚假宣传行
为，请求查处。接到举报后，化隆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立即进行现
场检查。经查，2022 年 3 月份，化隆
县某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安放在

“化隆某村花海旅游扶贫项目景区”的
8 块宣传牌上的项目名称均为“天鹅
湖生态旅游景区”，上述内容的引用与
相关部门批准的“化隆某花海旅游扶
贫项目”项目名称不符。当事人虚假
宣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属虚假
宣传的违法行为，化隆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海东市公布2023年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典型案例

本报讯（实习记者 朵玉雪）近年
来，海东市平安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在
紧抓现代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立足本
地发展实际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持续发挥地区优势，全面部署，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农牧业生产各项工作，助推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平安区优
化结构调整，按照在川水地区发展蔬
菜、果品、食用菌为主的设施农业和生
猪、奶牛、蛋鸡为主的养殖业，在山区发

展油菜、饲草种植为主的生态循环农业
和肉牛肉羊养殖业。依托富硒资源优
势，稳定食用菌、青饲草、苦荞等经济作
物种植面积。目前，在石灰窑回族乡、
洪水泉回族乡等乡镇推广种植苦荞140
公顷，在三合镇、古城回族乡种植食用
菌5.7公顷，全区种植青饲草3394公顷。

同时，平安区在全区 8 个乡镇（街
道）的粮油作物和蔬菜作物中开展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行动任务面积 1万公顷，
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及农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技术。目前，
1.24万吨的商品有机肥、15万公斤的有
机叶面肥和 15万支生物农药已全部发
放至农户手中，并用于农业生产中。
2021年共排查出的 663公顷（占总耕地
面积的 3.25%）撂荒地已于 2022年整治
完成，今年已全部复种。2021年排查出
的 729 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 3.59%）

“非粮化”耕地，已完成整治500公顷，整
治率为68.6%。

据悉，2023 年，完成 2.03 万公顷农

作物种植任务，其中：粮食作物种植
1.07万公顷、蔬菜种植 1587 公顷、油料
作物 4460 公顷、其他作物 3547 公顷。
第一季度末，全区主要畜禽共存栏
31.93万头只。其中：猪存栏 1.56万头，
牛存栏 2.7 万头，羊存栏 15.52 万只，鸡
存栏 12.15 万只；主要畜禽共出栏 6.78
万头只，其中：猪出栏 0.5万头，牛出栏
0.67万头，羊出栏 2.31万只，鸡出栏 3.3
万只；肉类总产量达 1737吨，禽蛋产量
242吨，奶类产量580吨。

平安扎实推进农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精准助力食品生产企业获
证，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职能、
主动作为，坚持做好服务企业发展的

“贴心人”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店小二”，
针对食品生产企业申报资料存在的填
报错误、资料缺失、厂房分区设置、设施
设备布局、清洁消毒、生产控制、设施设
备及相关制度建立等事项，深入企业现
场进行了详细的业务指导，受到了广大
企业的肯定与好评。

今年年初，我市一家生产企业由
于不了解申报条件流程及国家对食
品生产企业的相关要求，申证一直进
展缓慢。得知这种情况，海东市市场
监管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的工作人
员主动与企业对接，提前介入，从源
头把关，及时做好政策解答、受理咨

询，告知企业审核标准，做好政策支
持，并组织企业负责人前往规模企业
进行实地学习观摩，帮助企业一次性
通过现场审核，顺利获得了食品生产
许可证。该企业已成为当地标杆型
标准化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对海东市
36家食品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申请资
料填报进行了帮扶指导，对 20 余家企
业的生产布局、生产流程、关键控制点
等进行了现场指导服务。

从硬性处罚，到主动服务；从担心
执法人员来检查，到盼着执法人员来指
导，海东市市场监管局为企业建设和发
展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企业无事不插
手、企业有事不撒手”，打通了服务企业
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真正安心、舒
心、放心地从事生产经营。

当好企业发展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黄春艳
盛夏时节，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巴州镇巴二村，沿着一条平整
的水泥路来到马海者家，入眼即是白色
的三层小楼房，牛棚内，马海者正在提
桶倒水、增添草料、清理粪便……这是
她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务。

“你看，这头牛前两天又产了一头小
牛犊，家里的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高，我
们发展养殖业的信心更足了。”马海者正
在有条不紊地打理着牛棚，虽说忙前忙
后，但她却是一脸的满足。在她眼里，这
里的每一头牛都是她的“宝贝”，承载了
一家人增收的希望。

2015年，马海者的父亲马登云突发
脑梗塞，让原本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的
家庭雪上加霜。“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
父亲突发疾病，我还要照顾一双儿女，
丈夫也是出门打点零工，加之自己没资
金又没技术，那一年生活压得我喘不过
气了……”马海者边喂牛边说，“镇上的

领导了解了我家的情况后，根据相关政
策将我们一家纳入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依靠每人540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
再加上丈夫打工的一点积蓄，我就搭起
了牛棚，买了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
现在的美好生活，没给国家拖后腿！”

从刚开始的1头到现在的41头，马
海者的养殖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她们
一家也于2016年顺利实现脱贫。

为了经营好自己的“小天地”，马海
者闲时便去外边考察市场、搜集信息，
细心地总结和分析让她看到了牛肉市
场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养牛前期投入
较多，自己的资金早已捉襟见肘，拿什
么来买饲料便成了一大难题。就在她
忧心忡忡的时候，镇上的干部给他们宣
传农牧局的无息贷款，她可以用这笔资
金发展养殖业。“贷款到期了就还，又不
要利息，他们就贷了20万元，囤了饲料，
在山上整修牛棚，牛就这样长期养了起
来。”巴二村党支部书记任正全说。

白天，马海者操心着牛，丈夫打着
零工，晚上夫妻俩一起收拾牛棚。他们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每天早晨天
蒙蒙亮就起床了，上草上料，铲粪消毒，
配合得十分默契。“累是累，但是日子朝
着自己向往的方向发展，享受了党的惠
农好政策，剩下的就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啊！”马海者说，她现在养有 41头牛，一
头牛平均可以卖 2万元至 3万元，一年
出栏差不多 12 头，每头纯利润有 5000
元，收入可观。算着自己的“养殖账”，
谈起自己的“致富经”，马海者笑得合不
拢嘴。

曾经的巴二村，因村集体经济薄
弱，没有特色产业，村民“等靠要”思想
严重。如今，抢抓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机

遇，民和县打造了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有效盘活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
动巴一村、巴二村及周边村的脱贫户、
监测户增收致富，在生产、管理、经营等
各环节提供120余人的季节性务工就业
岗位和日常后勤保安、保洁、水电维修
等25人的长期性务工岗位，群众务工收
入达11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1万
元，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新画面。

从贫困户到致富“领头羊”的逆袭，
是马海者自己“苦干+巧干”的成果，是
巴州镇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的成果，更
是党和国家精准脱贫的成果。如今，以
马海者为代表的脱贫户们，正乘着乡村
振兴的春风，赶着牛儿奔向了致富路。

赶着牛儿奔向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 ）挖掘机“左
右开弓”，装载车来回穿梭。7 月 1 日，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新城第一
小学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该项目计
划工期 365天，预计将于 2024年 6月 30
日竣工。新城第一小学的开工建设，标
志着互助县新城区的办学条件、教育资
源、学校布局将进一步得到优化。

据了解，互助县新城第一小学占
地面积 4.33 公顷，位于吐谷浑大道北
侧，民安南路东侧，计划办学规模 1800
人，设 48个教学班，总投资金额达 7889

万元。该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建
1 号教学楼、2 号教学楼、行政办公楼、
图书阅览室、报告厅、食堂、体育活动
室、设备用房、门卫房，运动场及室外
总图等。

随着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逐年提
高，近年来，互助县县城义务教育阶段
学位紧张、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互
助县新城第一小学开工建设是县委县
政府为加快互助县教育现代化建设、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整合区域教育资
源配置所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

满足群众期盼、服务群众所需的“民生
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满足周边适
龄学生的入学需求，促进互助县教育
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助力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是全县教育事业发展的一
件盛事。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繁荣昌盛的希
望所在，是提高全民素质，加快现代化
建设步伐的必由之路。为了让全县教
育均衡迈上新台阶，近年来，互助县累
计投入资金6.1亿元，实施全面改薄、学
前教育、标准化校舍建设等项目216个，

新建及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170所，
校舍建筑面积达 21.45 万平方米，运动
场面积达 19.09 万平方米，中小学运动
场面积达标学校比例达 100%。新增教
学班76个，学位5740个，消除大班额39
个，体音美、理化生等学科教学仪器设
备配备达标学校比例和计算机教室、

“班班通”、校园宽带网络配备率达
100%。

互助县新城第一小学开工建设

●关注重点项目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沙沟回族乡沙沟村的雄鹰射箭协会在两次国际射箭赛事
中先后夺得“传统角弓20人组”“牛角弓男子团体10人组”第一名，并获得奖金7
万元。据悉，这两次大赛都是集体育、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绿色人文体育盛会，规
模超前，参赛选手们也收获颇丰。 本报实习记者 朵玉雪 通讯员 祝美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