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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今年以来，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坚持党建引
领，做实做细做优社保经办服务，按照

“传统服务+智能化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精心实施“社保暖心、服务惠民”行
动，促进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提质增效，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为强化政治引领，让社会保险兜
底保障更坚实，化隆县充分发挥社保

“蓄水池”“减震阀”“助推器”作用，保
障人民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召开
专题会议，扎实开展社会保险工作。
截至目前，化隆县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参保单位128家，参保人数7752人，新
增参保80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 168535人，新增参保 57人；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单位 304 户，目标
任务10383人，目标扩面人数90人，参
保人数 10399 人；工伤保险参保单位
312 户，目标任务 21392 人，参保人数

17073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6475人，
目标任务数6440人，目标扩面人数70
人，扩面已完成35人。

为积极推进各项社保援企惠民政
策落实见效，今年，化隆县全面核实40
家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落实和扩岗补助
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督查，未发现违规
使用情况，并全面开展2020年以来失
业保险待遇发放情况自查自纠工作。

同时，化隆县按照岗位不相容原
则，规范设置岗位和分配操作权限，通
过常住居民信息比对核查，及时发现
常住居民与辖区内居民参保人员信息
中存在的“重漏错假”问题。对各类身
份和生存状态异常、服刑人员、冒领违
规金额等疑点数据进行梳理，规范业
务经办流程，积极推行参保、申报、关
系转移等高频事项线上办理，提高待
遇领取人员通过青海人社通手机App
资格认证效率，做到“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

化隆打造

高效暖心社保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富生）今年以
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锚定
生态大事，以增绿护林为责任、以巩
固成果为保障、以生态富民为目标，
推动林草资源从“绿起来”向“活起
来”转变，持续筑牢青海“东大门”生
态安全屏障。

以湟水河流域南北两山坡面、矿
区矿坑及乡镇山体为重点区域，民和
县纵深推进国土绿化，扎实开展春季
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上半年完成
株数 60.2 万株，打造集中连片千亩绿
化示范点1处，力争实现宜林荒山应绿
尽绿。扎实开展城区绿化，将林草生
态建设与美丽民和建设紧密结合，重

点开展区域绿化、美化、多样化建设，
城区园林绿化美化空间不断扩增。完
善绿地管养监管机制，压实城区公共
绿地管护责任，提升精细化养护标准，
工作人员分片承包督促检查，加强日
常检查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实现
养护绿化大提升、绿地卫生大提升、设
施维护大提升。

民和县以加大森林防火和有害生
物防治为重点，统筹加强人力物力，强
化动态监测，切实做到有效处置和应
对。狠抓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设置防
火二维码检查卡点 19处，防火移动二
维码 258块，检查登记入山人员 320余
人次，指导林场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

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 10余次，切实做
到时时防控、时时备战。织密巡护管
控“保护网”，把资源保护工作摆在更
突出的位置，以“林长制”为抓手，建立
林草资源保护管理新格局，将保护林
草资源的工作职责落实到山头地块，
选聘生态管护员 1432 人，草原管护员
25 人，加强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保
护，管护率达100%。

同时，民和县着力培育新型业
态，把推行林草长制与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培育
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七
里寺花海、马场垣桃花源、西沟凉坪
等乡村旅游，促进生态与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大力发
展总堡乡干杏嫁接和隆治乡、马场垣
乡特色林果、花卉苗木、特色养殖等
林下经济，积极培育林下经济产品精
深加工，群众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群
众绿色获得感、生态幸福感切实增
强。突出惠普共享，持续落实建档立
卡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管护资金，国
有林及非国有林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资金共计 243 万元，选聘生态管护员
1432人。

民和增绿护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生态海东海东

本报讯（实习记者 朵玉雪）近年
来，海东市平安区紧盯农村安全饮水保
障能力，通过政府推进、项目建设、制度
管理、市场化运行等多种措施，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真正让群众
喝上“安心水”。

为进一步推进规模化农村集中供
水工程建设，加快供水管网改造，平安
区水务局实施供水保障工程 6项、农村
饮水维修养护及水利设施提升改造工

程 4 项，通过更换管网以及新建闸阀
井、入户井等措施，保障骆驼堡村、瓦窑
台村、总门村等 6 村 1193 户 4889 人和
46240头大小牲畜的饮水质量；并及时
对受损管道进行维护，保障农村饮水安
全。

结合环保督察专项整治行动，平安
区水务局积极组织人员修复水源地保
护牌 10 块，设置水源地警示牌 24 处。
委托第三方对全区 96个行政村所有水

源地、水厂等 35个点位进行水质监测，
确保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井
水、集中供水进行覆盖式检测，今年以
来，水质监测均已达标。

同时，平安区水务局成立 7个农村
安全供水排查整治工作小组，全面开展
排查整治行动，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
账，逐一销号整改。成立专业的供水维
（抢）修队，对群众反映的供水管网、设
施故障问题第一时间响应解决，保证突

发问题及时处理。今年以来，共接到维
修抢修电话120余起，对供水管道、检查
井等供水设施维修抢修共计108次。

为确保及时发现农村供水故障，畅
通供水问题反映渠道，平安区水务局向
用水户发放“农村供水服务卡”1 万余
份，开通“禹康农水”客户端，群众可通
过手机终端进行用水情况查询、账单查
询、在线报修等，可利用微信、支付宝即
时进行水费缴纳。

平安保障农村群众喝上“安心水”

□本报记者 郝志臻 张璐 摄影报道
邀三五好友，搭上一顶帐篷，听

鸟雀鸣唱，赏日月繁星，畅享自然和
谐。作为一种亲近大自然的“轻旅
游”，露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近年
来，海东市各地新添不少户外营地，
为乡村振兴植入新业态，带动了当地
就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西沟乡凉坪村，近期刚刚开始营业的
树屋营地已经吸引了不少县内外游客
到来。高大挺拔的杨树林里一幢幢黄
墙灰瓦的小木屋错落有致，不远处白
色帐篷下烧烤的人们为清幽的树林带
来了别样的喧闹。

“目前我们不仅可以提供户外自
助烧烤还有炒菜和一些特色小吃，可
供住宿的小木屋也同步开放，不论是
团 建 还 是 家 庭 出 游 都 是 很 好 的 选
择。”营地的经营者秦永喆告诉记
者，自 6月中旬开始试营业后，周内
营地会有四五桌客人，周末会上升至
十来桌，收入目前还不错。

凉坪村临近天井峡景区和西沟林
场，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优
势。盛夏时节，沿着西沟林场的乡间
小道，漫步在高大的杨柏之间，清风
拂过让人心旷神怡。每到周末，凉坪
村的山间溪畔总有不少游客带着各种
露营工具或听音乐、或吃烧烤，享受
惬意的假期。

这一情况被正在寻找村内发展机
遇的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所发现，
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和考查后，近几年
凉坪村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先后修建
了游客接待中心、民宿、综合停车场、
烧烤营地、儿童戏水池、林间树屋等多
个项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充盈了
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为附近的村民
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之前我一直在外面打工，家里
人靠种地维持生活，这几年来村上旅
游的人多了起来，媳妇平时卖点自己

做的小吃，收入也很不错。”凉坪村
村民马海龙说，近期他打算在树屋营
地旁开个小摊位卖饮料。

在凉坪村的露营地如火如荼发展
的同时，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等
地的“露营热”也在悄然兴起……

走进平安区古城回族乡石碑村莲
花山“慢时花田小帐”，空气清新，
景色旖旎。游客们三五成群，或在室
外喝茶休闲，或漫步在花海里肆意畅
游，嬉戏玩耍，尽情享受身处大自然
的惬意时光。

2022 年，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30多万元修建了莲花

山“慢时花田小帐”，为省内外游客提
供烧烤、餐饮、露营设备租赁等服务，
成为了户外营地的“网红打卡点”。

石碑村“第一书记”李玉洁告诉记
者，石碑村作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冬天主要运行莲花山冰雪大世界，夏
天大面积种植油菜花和藜麦，增加天
幕烧烤、儿童滑索等娱乐设施，打造了
夏游花海冬游雪的乡村旅游品牌。

背靠生态优美、风光秀丽的莲花
山，石碑村以“营地+”模式探索乡
村振兴新路径，带动村集体年增收 30
多万元。通过招聘周边村民进入营地
就业、集体土地入市、土地流转等方

式直接带动农民增收。通过乡村旅游
人才培养，提升村民服务技能，让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

当前，远离喧嚣、拥抱自然的露
营场景，颇受省内外游客的青睐，乡
村露营迎来了快速发展期。我市将继
续集聚乡村发展各方要素，用心用情
写好乡村振兴文章，着力改善和提升
乡村的生活环境，解锁乡村旅游“流
量密码”，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和农民增收，努力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属于海东人的“诗与远方”不止
在远方，也在身边的青山绿水间。

“露营经济”留住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本报实习记者 陶成录 摄影报道
盛夏的中午，炙热的太阳肆无忌

惮地炙烤着大地，热浪迎面袭来。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中
心学校的教室里却传来了清脆的读书
声。闻声而入，几个宽敞的教室里
140多名学生在一群神采奕奕的年轻
老师的授课下认真地学习。原来是来
自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的

“是光”支教团正在给这里的孩子们上
辅导课。

“是光”支教团是由内蒙古科技大
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发起，向全国高校
进行志愿者招募的大学生支教团。今
年“是光”支教团从全国 3762 支志愿
服务团队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团中
央 2023 年“七彩假期”志愿服务示范
团队。

2016年以来，内蒙古科技大学能
源与环境学院“是光”支教团，每年暑
期都会如约奔赴道帏乡开展支教活
动，为孩子们送去知识与关怀。

今年，“是光”支教团再一次启航，
37名支教老师利用暑假，从全国各地
出发到西宁集结，又从西宁乘坐几个
小时的大巴抵达循化县，奔赴道帏乡
为道帏中心学校和贺塘小学240余名
学生开展支教活动。据了解，本次暑
期支教活动从7月13日开始到7月24
日结束。

为了在 12 天有限的时间里带给
孩子们更多知识及活力，支教老师们
秉持初心、心怀感恩，主动适应新环
境，为孩子们开设理想信念教育、创新
思维开发、素质拓展、趣味科学、传统
文化鉴赏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充实孩
子们的假期、拓展孩子们的视野。“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眼中的光和
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内蒙古科技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学生边朝鹏表示，想
通过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学到的
知识传递给这里的孩子，丰富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

与此同时，支教过程中，“是光”支
教团成员深入道帏乡，走近群众，围绕
党史学习教育、理论宣讲、国情观察、
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了“情系学生，
爱心家访”“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
筑中国梦”“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

“忆革命先辈、行今日使命”等诸多内
容丰富的实践调研活动。

6年来，“是光”支教团共有200余
名大学生志愿者为700余名孩子进行
公益课业辅导，陪伴孩子们度过了愉
快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暑假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爱的温暖。

“支教活动，唤醒了大学生们内心最原
始的爱和感动，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教
育的责任和意义。”“是光”支教团学生
领队古建业说。

“是光”支教团

用爱点亮微光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今年以来，
海东市乐都区强力推进水利工程补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办成了一大批民
生实事、解决了一大批难点问题，水利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重点水利项目建
设稳步推进，水利公共服务效能全面
提升。

乐都区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实施农
村供水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农
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今
年通过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和东西部协
作资金，投资7077万元实施人饮基础
设施项目 15 项。督促各乡镇（街道）
加强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严
格落实工程运行管理主体责任，农村
供水管理“三个责任”，确保饮水工程
管理有名有实有效。

为持续推进河湖长制管理，乐都
区对全区主要河道全面开展水利部
2023 年反馈的 63 项遥感图斑疑似问
题核查整改，确保精准识别问题类型，
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协调配合河
湖遥感图斑所涉及的桥梁、闸坝、临河

房屋审批手续的收集，加强对辖区及
职责范围内涉河违建问题的督促整
改，确保限期完成销号。下发《关于全
面深化乐都区河湖长制工作的通知》，
督促乡镇（街道）及村级河湖长、巡河
员按要求完成巡河任务，发动全区的
河湖长、巡河员对辖区内河库进行全
面排查梳理整治，有效提升河湖管护
水平。

同时，乐都区扎实开展防汛抗旱
汛前隐患检查，聚焦超标洪水、水库度
汛和山洪灾害“三大风险”，对各水库
（水电站）调度运行、安全度汛、水毁修
复和中小河流、堤防等进行隐患排查，
及时整改；完成46个（雨量站）监测预
警预报设施运维，上线率达100%。进
一步修订完善 3 个区级应急预案，20
个乡镇（街道）预案和 354 个村级预
案，13 个建设项目的应急预案；组建
社会面应急抢险队 4支 32人，水利专
业抢险队1支12人，应急车辆7辆；组
织安全度汛应急演练，有效提升了预
案的科学操作性，提高了群众防灾减
灾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乐都大力推进

水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成录 通讯
员 马瑞麒）近年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高度重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坚
持以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评
为抓手，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要求，深入开展信用创建活
动，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协调机
制，努力形成县域经济与金融良性互
动、协调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狠抓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
循化县成立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各
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循化县信用
县创评工作领导小组，签订年度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目标责任书，并将信用体系
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畴，
全方位、深层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着力打造信用“和美循化”。

循化县依据农牧户基本状况、自有
资产、诚信记录、经营能力及项目等情况
逐户建档，建立数据质量责任制和数据
定期更新机制，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
共享。大力开展信用乡（镇）、村创建工
作，按照《全省信用评定管理办法》，规范
开展信用乡（镇）、村的评定工作，县域信
用环境持续优化。截至目前，累计评定
信 用 户 17737 户 、占 县 域 总 户 数 的

79.38%，信用村108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70.13%，信用乡（镇）7个、占乡（镇）总数
的77.78%，全县信用户不良贷款率为零。

为充分发挥县农商银行农村金融
主力军作用，持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
信用乡（镇）的评定，循化县采取信用免
担保、利率优惠、科学计息、线上办理等
措施，及时公开创建评定条件、程序、要
求和结果，全力做到公平、公正。截至
目前，全县脱贫户信用档案和信用评定
实现全覆盖，累计评定脱贫信用户 907
户，发放贷款 1.02亿元，特别是 2017年
以来创新开展脱贫户信用修复81户，向

53 户信用修复脱贫户发放“530”贷款
186万元，打通了脱贫户金融服务“最后
一公里”。

同时，循化县还组织各乡（镇）成立
清收领导小组，司法部门加大执行力
度，采取说服、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
措施，全力协助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
款。借助全省实施普惠金融综合示范
区试点工作契机，建立了以“扶贫、网
络、信用、绿色”四大普惠为核心内容的
普惠金融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全县建
成惠农金融服务点（站）311个，村级金
融服务覆盖率达100%。

循化狠抓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