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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尕桑才让）为全面提
升农业科技含量，推进新农村发展，今
年海东市乐都区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
服务中心对“十四五”以来实施的农业
产业项目联农带农受益情况进行了调
查。据调查，2021 年至 2023 年全区实
施的农业产业项目共 213项，涉及资金
5.1亿元，通过项目实施，已累计产生经
济效益2.58亿元。

近年来，乐都区始终把增加脱贫群
众收入作为主要任务，把乡村振兴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帮扶资金和帮
扶项目的核心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帮扶
项目资金使用效果，有效发挥联农带动
机制，不断增加农户收入。依托农业产
业项目解决社会就业务工难题，制定所
有工程类项目建设中当地贫困群众务
工人数必须达到总用工人数的 30%以

上的帮扶机制，层层签订《爱心承诺
书》，累计带动全区农民就业 4.2 万人
次，增加农民收入3950.76万元。同时，
不断完善项目联农带农机制，通过项目
实施，农民参与入股分红的产业项目人
数达597人，累计受益分红资金达304.7
万元；通过经营性资产收入带动农民
3483 人，累计收益 930.71 万元；通过耕
地地力保护、草原奖补、农机购置等政

策补贴，累计为农民发放资金 1.29 亿
元。

撤县建区十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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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都农业项目产生经济效益2.58亿元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世伟）伴随
着机械的轰鸣，在高温的炙烤下，工人
们忙碌的身影来回穿梭，崭新的路面
渐渐向前延伸……近日，记者在海东
市乐都区洪水镇双二村至蒲台乡头庄
村公路建设工地看到，机器轰鸣、焊花
闪烁，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铆
足干劲，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呈现出一
派繁忙的劳动图景。

记者了解到，洪水镇双二村至蒲
台乡头庄村三级公路，建设里程 17.36
千米，项目总投资4926万元，起点位于
乐都区洪水镇双塔营村，由北向南途
经双塔营村、下沈家村、雷盛家村、辛
家庄村、候白家村、赵家庄村、李家台
村、山桃村，终止于头庄村K17+360米
处，与头庄村至大石滩公路县道214线
相接。该项目于2022年3月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预计
将于今年10月底建成通车。

据了解，该工程按照三级公路规
划，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0千米，采用旧
路拓宽改建模式，根据全路段具体情
况，路基宽度采用 7.5米路面满铺。该
工程分2个标段，其中第一标段由四川
梓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第二标段
由青海博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乐都区交通运输项目服务中心负

责人许正海告诉记者，该工程的建设
将会极大改善洪水镇、蒲台乡群众的
出行条件，为转变生产方式、拓宽增收
渠道提供先决条件，有效缩短城乡之
间的时空距离，带动人流、物流、信息
流和资金量，畅通和拓宽农村信息和
商品流通渠道。

同时，该公路的建成通车也能有
效助推脱贫产业的发展，实现一、二、
三产业的有机融合，让特色产品运出、
走向市场、成为品牌，助力发展乡村旅
游，为打造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村夯
实基础，能极大地改变洪水镇、蒲台乡
群众传统生产规模和生活方式。

乡村要振兴，交通须先行。今年
以来，海东市乐都区以推动“四好农村
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成功创建

“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为
契机，着力促建设、重养护、提服务、保
安全、强治理，推动农村公路从“建设
为主”向“建管养运”协调发展转变，从

“补短板”向“增效能”转型提升，促进
实现“修好一条路、发展一片产业、带
动一方群众”的目标。

乐都双二村至头庄村公路

10月底建成通车

●关注重点项目

□本报实习记者 朵玉雪
微风习习，乡间夏日的清风掠过

衣袖，一路驱车来到海东市乐都区雨
润镇汉庄村，走近排列有序的高温大
棚，一股清新的菌香扑鼻而来，一簇
簇胖墩墩的赤松茸破土而出，酒红色
的小菌盖、嫩白的菌颈格外抢眼，村
民们手提箩筐，沉浸在采摘赤松茸的
喜悦中……

记者了解到，今年雨润镇汉庄村
共种植6.7公顷赤松茸。为加快发展食
用菌特色种植，培育特色产业，带动当
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乐都区农业农
村局主动引进浙江种植户，与雨润镇
政府对接协调，帮助海东市乐都区源
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在雨润镇汉庄村流
转土地 6.7公顷，由乐都区源林种植专
业合作社自筹资金400多万元，于2003
年 3月建成了乐都区首个百亩食用菌
生产基地，基地建有钢架拱棚68栋，并
配套安装了遮阳网和喷灌等设备。

“我们从四月份开始种植，菌丝生
长萌发大概40天到50天之间就可以采
摘了，温度在 13度到 20度时出菇。”正
在指导工人采摘的合作社负责人赵英
生告诉记者。

已有 7 年种植经验的赵英生是浙
江省温州市人，他告诉记者，之前在浙
江种植赤松茸因为反季原因，与四川
省、云南省等外地种植的赤松茸产生
冲突，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如今，来
到乐都区雨润镇，气候和温度更适宜，
采摘期可以维持在3个月左右。

赤松茸是国际菇类交易市场上的
十大品种之一，具有菌朵大、色泽艳
丽、肉质细嫩、盖滑柄脆、清香可口等
特点，深受市场青睐。“今年的赤松茸
大概能产1000斤左右，按等级1斤可以
卖到10元至30元不等。”赵英生的语气
明显带着自信。

脚底下踩踏着湿润的土壤，来到
一处大棚内，棚外一筐筐赤松茸早已
被码放得整整齐齐。“在这个基地采收
赤松茸，不出村就能找到一份工作，一
天还有100元的收入，一个月下来也有
3000元呢。”村民刘梅高兴地说。

赤松茸的种植，不仅解决了村里

土地荒置和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
加速乡村振兴开了一扇窗。

近年来，雨润镇坚持把培育种植
大户、致富带头人作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有力抓手，通过种植大户的示范引
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用奋斗创造美
好生活。

“我们今年刚开始种植赤松茸，有
了农业局的扶持，明年将会扩大种植
面积，要达到400个棚。”合作社另外一
位负责人潘善贵告诉记者，赤松茸采
收期较长，产量高，这样一来，既能让
土地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也能让周
边农户、合作社获得最大利益。

对于雨润镇汉庄村而言，赤松茸
种植不仅是乡村振兴路上发展特色农
业的一次突破，也是增收致富路上的
一次尝试。

近年来，乐都区为改变种植产业
单一现状，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
了乐都区食用菌特色产业基地，建成
集食用菌产业的产、供、销于一体的特
色农业产业园。以其先进的种植技
术、超前的管理理念、大规模的产出，
促进地区种植业发展，通过给农户地
租、分红，让当地的闲置土地发挥经济
效益，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乐都区农业工作以持续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示范区为目标，通
过项目扶持、企业带动，食用菌产业发
展势头迅猛。目前，全区食用菌生产
基地分布在全区高店、高庙、雨润等 6
个乡镇，种植品种以平菇、熊掌菇、赤
松茸、榆黄蘑等为主，生产规模达到 20
公顷，年总产量800吨左右。

乐都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马
国业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加大食用菌
产业化，引领群众发展特色农业，为百
姓提供务工机会，为乡村经济发展注
入新活力，推动乡村振兴新发展。不
断加强食用菌产品生产标准化建设，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为推进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示范省建设，促进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

小小赤松茸 撑起“致富伞”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马
瑞青）近年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把食品安全作为保民生、安民心的重
大政治任务，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工作措施，夯实监管责任，全面加强食
品质量安全监管和风险管控，各项工作
扎实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循化县聚焦凝聚“创城”合力和健
全完善长效机制，县委常委会、县政府
党组会、常务会先后多次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推动解决工作难题。制定印发

《循化县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
作实施方案》《循化县县、乡镇、村级领
导落实食品安全包保责任工作方案》等
文件，切实为创建工作高效推进提供了

有力组织保障。坚持按期销账、闭环管
理，制订《2023年循化县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逐项分解创建，全力抓好市
级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定期通报阶段性
工作完成情况，持续用好多种监督执行
举措，推动“创城”工作稳步扎实开展。

循化县深入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问题、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等专
项整治行动，严查来源不明和“三
无”食品等问题，实现了食品安全从

“事后监督”向“事前预防”转变，筑
牢了食品安全防线。建成投运华联、
白驼、祥和超市食品安全快速检验
室，建立可检测 19余种农产品的速测
室，进一步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能力和效率。建立县、乡、村三级
责任包保体系，将全县 1127家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包保至县级领导 33 人 33
家、乡镇干部 130人 860家、村级干部
85 人 234 家，联动推进党政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
社会共治责任。同时，邀请行业专家
和业务骨干围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源头治理、过程监管等内容开展专题
业务培训 10期，定期组织食品安全执
法人员学习食品安全相关会议精神、
政策法规、专业知识，进一步提升各
级干部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

循化县统筹安排食品抽检计划，
保质保量完成抽检任务680批次，合格

率达到 98%以上，食源性疾病检测报
告病例 210例。对全县食品生产企业、
流通、餐饮、冷链、食堂食品安全开
展专项整治，执法检查和风险排查面
达到 100%，更换不合格食品生产器
具、包装物 1850 余件，收缴罚没款
2.54万元。

为实现“社会共治”，循化县充分发
挥社会各界力量，聘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食品企业负责人、市监部门退休
干部等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织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六进”
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构建“食安循化
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循化推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近年来，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致力于“党支
部组织生活共享阵地”的打造，进一步
强化党组织资源共享、特色共育、活动
联办的集聚效应，在各领域深入挖掘、
积极打造、主动申报，建立了一批极具
教育意义的“党支部组织生活共享阵
地”，极大地丰富了党员日常教育形式，
切实增强了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民和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推
进红色教育基地建设，不断升级优化民
和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运用情景

式、体验式的方式，讲活历史故事、拓宽
教育形式，丰富宣传方式，推动党员教
育工作提质增效。全面盘活独特丰富
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集民族团结进步
成果展示、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民族文
化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民和县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集中宣
传展示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守望相助、
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
活的美好画卷。积极打造红色物业示
范点，设立便民服务站、暖心亭、红色议
事厅、矛盾调解室等，成立“红色先锋
队”“红色快修队”“红色安防队”“红色

保洁队”“红色园艺队”五个特色小队，
实现基层党建、社区物业有机融合的新
格局。

同时，民和县发挥县、乡（镇）、村三
级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充分挖掘乡村
历史文化，打造民和县“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教育基地、山庄村“党企共建·振
兴乡村”党建示范基地，以图片文字、实
景重现等形式，通过全面展示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促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描述
从艰苦岁月到华丽蜕变的历史变迁，教
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汲取力
量，坚定信念。

为了建强基层党建“主阵地”，民和
县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辐射范围相对
宽广的现有阵地基础上，围绕优化党务
服务、拓宽政务服务、提升便民服务等
方面，以加强党的建设为统领，改善民
生为核心，服务安置点群众为目标，打
造驮岭小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不定期
组织开展主题研训、政策阐述、座谈交
流等活动，让红色共享阵地成为服务群
众、凝聚群众的共享空间，将安置点党
员和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组织周围，有效
推进搬迁安置区大党建和社会管理的
融合创新。

民和努力打造家门口的“红色阵地”

7月19日，以
“骑行福地东沟，
逐梦金色塘拉”
为 主 题 的 首 届

“相约福地”环乡
公路骑行赛在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东沟乡激情
开赛。来自全省
的 160 余名职业
和业余车手齐聚
东沟，共赴这场
自行车盛宴，用
速度与激情点燃
赛道，挑战最美
乡村赛段。

本 报 记 者
巴迎桂 摄

□本报记者 张璐
又到大蒜丰收季，蒜农采收笑开

颜。日前，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前河乡的 8公顷大蒜正式进入采收
季。

走进前河乡芒拉村和甘家川村的
田间地头，到处都是采收大蒜的场景，
蒜农们熟练地挖蒜、抖土、剪蒜，一把
把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大蒜被成排摆
放在田地上，微风吹过，蒜香四溢，蒜
农们在劳作中享受着丰收带来的喜
悦。

芒拉村蒜农陈永发说：“今年大蒜
长得好，蒜头大，价格高，我们干活也
有劲。”

记者在甘家川村看到，村民陈双
存正忙着采收大蒜，并对大蒜按照大
小进行分类。“今年大蒜长得比往年好

很多，现在市场价格也好，每斤能卖 5
块左右，一亩地预计有 8000 多块钱的
收入。”陈双存高兴地说道。

大蒜喜获丰收，不仅让蒜农得到
了实惠，也给收购商带来了商机。在
芒拉村和甘家川村的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派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自甘肃
省兰州市的收购商早早地就来到蒜地
收购前河乡的大蒜，发往甘肃省各地。

前河乡党委书记汪小成表示，下
一步前河乡还将坚定不移以绿色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充分利用地
理、气候、土壤等优势，因地制宜积极
引导群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和
扶持群众发展大蒜种植，通过合理规
划，把小蒜头做成大产业，拨动群众增
收致富的“金蒜盘”。

前河乡大蒜喜获丰收本报讯（尕桑才让 通讯员 韩瑜）
“互助县率先打造了‘多中心合一’的社会
治理综合服务中心，今天我们组织相关单
位负责同志专程来互助观摩学习，向你们
取经。”7月17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
族自治县观摩团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开展参观活动，交流工作经验。

今年，互助县在原有的“一站式”矛
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基础上，建成了集综治

中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劳动
仲裁中心为一体的“多中心合一”社会治
理综合服务中心，并设置8个服务窗口和
9个功能科室，吸纳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等17个行业性纠纷调解委员会，形成一
个能办事、办成事的“中央处理器”。

据悉，互助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全口径收集各类

矛盾风险，全方位分析研判，有力实现
精准研判、高效处置、总结归纳全方位
闭环管理，以专报形式分析阶段社会治
理难点，制定对策建议，为县委县政府
平安建设及基层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依
据，当好“参谋助手”。

今年以来，互助县累计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 653件，其中县级社会治理综合
服务中心调解 327件，挽回群众经济损

失达1237万元。
互助县政法委书记公保表示：“我们

整合政法、信访、人社等职能部门资源力
量，打造以中心为‘车头’，多部门单位并
轨的‘高速列车’，将‘六项业务范围’‘七
项工作规则’‘四项管理制度’贯穿中心规
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始终，全面解决中
心‘干什么’‘怎么干’和‘干得好’的问题，
让老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找个说法。”

互助建成“多合一”社会治理中心

（上接01版）
为进一步推进医养和医药事业创

新发展，上半年，市卫健委稳步实施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等项目，中藏医
药学术传承、临床运用及推广转化得到
持续加强，中藏医药服务能力得到巩固
提升。其中，互助土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打造的全市首家中藏医药文化教育宣

传基地，走出了海东市中藏医药文化
“传承之路”。

医疗是大民生。今年上半年，卫健
委稳步实施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等项目，市第二人民医院挂牌成立龙砂
医学流派研究院海东分院，平安区、乐
都区中医院龙砂医学流派“特色门诊”
被确定为省级中医流派传承工作室，中

藏医药学术传承、临床运用及推广转化
得到持续加强，中藏医药服务能力得到
巩固提升。

丁玉澜表示，近年来，市卫健委
不断加快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
成医养结合机构 3家、托育机构 7所、
养老机构 38家、日间照料中心和互助
幸福院 781 家，普惠性托育床位达到
540张，11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成功

创建为“省级老年友善医院”，全市危
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两大中心”建
设实现全覆盖，普惠托育、养老服务体
系持续完善。

顺时乘势，风至势起。站在新时代
的起点上，海东市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
和速度，全力加快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步
伐，奋力绘就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