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新秋）为加快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群
众增收，海东市乐都区奋力推动产业发
展取得新成效，实现美丽乡村高质量发
展，让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结合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乐都区按
照“稳薯、扩油、抓豆”的产业布局，采用
良种良法相配套、农机农艺相结合、稳
定面积和产量等方式，有效提升全区蚕
豆综合生产能力，推进蚕豆种植面积稳
步增加。2023年，蚕豆种植面积达1713

公顷，较上年增加了1093公顷。瞿昙镇
在魏家村等 17个行政村推广种植青蚕
豆 367 公顷，预计亩产将增加 350 公斤
到400公斤，亩产增收2100元。

同时，乐都区大力打造八大产业
基地，形成以浅山乡镇及湟水河两岸
沿线乡镇为主的紫皮大蒜、乐都长辣
椒、绿萝卜、地膜洋芋、复种大白菜
生产基地，南北山乡镇为主的马铃薯
种植、生猪、禽蛋和肉牛养殖基地。
今年上半年，乐都区完成蔬菜单种面

积 4180公顷，其中，设施蔬菜种植面
积 800 公顷，露地蔬菜面积 3380 公
顷。为 20 个乡镇 （街道） 的 340 个村
48382户农户发放粮油作物、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资金 3761.25 万元，为 45739
户种植农户发放完成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资金132.44万元。

为确保稳粮增产技术落实到田，乐
都区围绕生产技术、政策落实、加工销
售、市场需求等各环节，区乡两级农技
人员结合农时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广泛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
针对近期蔬菜集中采摘，地头销售

价格走低的情况，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
村驻村工作队认真分析本村农户采摘
和销售情况，积极联系，主动拜访省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对接互助土族自治县
绿鲜佳农业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联
系西宁市大型连锁超市，多渠道、全方
位为农户销售提供信息和帮助，确保了
蔬菜产销平稳。仅 5天时间，王佛寺村
地头销售各类蔬菜共6000公斤。

乐都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盛夏时节，不仅有葱葱郁郁的草木，

五颜六色的花朵，还有金灿灿的麦田。
微风徐来，成熟的小麦招摇起舞，麦浪翻
滚，空气中弥漫着小麦成熟的清香，丰收
美景近在眼前。

近日，记者走进海东市互助土族自
治县哈拉直沟乡师家村的麦田里，金黄
的麦浪层层铺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收割机马力全开，穿梭在金黄色的田间，
等候在地头的村民满怀丰收的喜悦，接
收一车车已经脱粒的小麦。

村民刘洪承满脸笑容地将刚刚收获
的小麦装进了袋子，他告诉记者，今年他
一共种了 4.5亩地，包括冬小麦、大豆以
及油菜籽，昨天租了一台收割机来进行
收割，每亩地只需要 80元。“今年小麦的
产量挺高的，每亩地能产 500多公斤，相
较去年产量有所增加。过几天我的大豆
也要收获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刘洪
承说，等麦子和大豆全部收了后，他会将
两块土地进行倒茬种植。

收割完后，村民们将麦粒平铺在事
先准备好的塑料布上，让阳光暴晒蒸发
掉表面的水分，大约两天后，这些麦子就
可以装袋储存了。

“为了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全力
保护好村民的‘粮袋子’，连日来，我们乡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坚持‘抢’字当先，及
时向各村转发天气预警信息，同时积极联
系协调收割机和运输车辆，做好相关技术
指导和后期保障工作，提前研判各类突发
状况，全力以赴进行夏收工作。截至目
前，全村的53.33公顷冬小麦已陆续进入
收割期。”师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宝德说，预
计再过10天，村里的小麦就能全部收完。

“接下来，我们将实时掌握各户的粮
食收割和销售情况，多种形式做好夏粮
收购政策宣讲，同时积极指导农民做好
复播准备，确保种粮农民增产增收。”刘
宝德说道。

互助冬小麦开镰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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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朵玉雪）为进一
步加强东西部协作，促进医疗对口帮扶
工作，7 月 25 日，江苏省无锡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带队来海东市开展“组
团式”帮扶。此次帮扶将通过“院帮科”
的形式，帮助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打造
特色专科，加速实现“输血式”帮扶向

“造血式”帮扶的转变，加快推进无锡海
东卫生人才协同发展。

据了解，此次帮扶旨在通过学科
建设、队伍建设、远程协作等方面进

行指导，使我市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
可及性得到极大提升，并推动市第二
人民医院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医疗帮
扶成果惠及更多患者。

自 2017年无锡市卫生健康委与海
东市卫生健康委确定对口帮扶关系以
来，我市多家医院的管理水平、诊疗
服务能力等得到了快速提升。市第二
人民医院成功挂牌成立吴天一院士创
新中心、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海东
分院”，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市直先

进基层党组织，成立了市重症、放
射、骨科专业委员会；圆满承办了首
次国家级学术年会，申报的省自然科
学基金和科技援青 2项省级科研项目、
5项市级东西部协作医疗卫生科研项目
立项入库，并申报了国家和省级继续
教育项目 61 项 （其中已成功举办 45
项），实现了医院承办学术年会、举办
继续医学教育以及科研项目申报方面
的重大突破。

截至目前，无锡市有9家医疗机构

与我市二级以上医院建立了结对共建
关系，已累计选派270余名专家支援海
东市各级医疗机构，我市共派出646名
医务人员赴无锡市完成进修学习，人
才队伍建设明显改善。帮扶我市各级
医院建成省级特色专科 20个，市级专
科 22个，新建介入、肿瘤、康复医学
等科室 8 个，开展新技术 51 项，有力
促进了公立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和高质
量发展，我市县域内就诊率已从帮扶
前的82.5%提到了目前的92%。

无锡医疗队来我市开展“组团式”帮扶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李
永萍）“经过检查，你单位存在跨年度
报销、集中报销差旅费等执行财经纪
律不规范的问题。”近日，在海东市平
安区纪委监委组织的违规使用“三公
经费”专项整治中，检查组人员向被
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情况，要求被检查
单位针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并长
期坚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
风，平安区紧盯“三公经费”，聚焦违
规使用公款吃喝、变着法子吃“公
函”等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全区开
展违规使用“三公经费”专项整治，
进一步促进“三公经费”规范管理和
合理开支，从源头上遏制各种铺张浪
费行为的发生，持续推动作风建设走
深走实。

平安区纪委监委细化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三公经费”支出是否真
实、合规，是否超预算，是否达到下
降指标要求，是否建立和履行内部审
批制度；在落实“三公经费”公开制
度方面，则重点关注各单位是否按照
规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和决算情
况，各单位“三公经费”是否按照有
关要求定期进行内部公示，公开是否
真实、详细。

此次平安区“三公经费”专项整治
为期半年，分阶段、有节奏地开展实施，
要求各乡镇（街道）单位部门认真按照

《平安区开展违规使用“三公经费”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开展安排部署、自查自
纠、专项检查、整改落实阶段工作任
务。在此基础上，平安区纪委监委联合
平安区委办、政府办、财政局、审计局等
部门组成4个监督检查组，通过查阅单
位账本账簿、翻阅档案资料、查看公务
用车管理情况等方式对全区各乡镇（街
道）单位部门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截
至目前，第一轮监督检查已完成，近期
将根据监督检查情况适时下发专项检
查通报。

针对专项整治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平安区纪委监委将坚持问题导向，
对需进一步核查的问题线索，移交案件
监督管理室进行分流处理。对相关单
位涉及财务执行不规范、不严格问题进
行相应处理，其中批评教育 5人，谈话
提醒 10人，诫勉谈话 3人；受理违规吃
喝问题线索2起，其余问题线索正在核
实中。

平安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今
年，平安区纪委监委还将重点加大对违
纪违法问题多发、易发、敏感区域的监
督检查力度，及时督促整改，严肃处理
检查中发现的违纪问题，努力从源头上
遏制各种铺张浪费行为的发生，严防

“四风”反弹回潮。

廉洁廉洁海东海东

平安从严管控“三公经费”

□本报记者 张璐 郝志臻
生态兴则文明兴。进入新时代，生

态文明发展成为一道必答题。
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古鄯镇浪塘山，放眼望去，这里的山川
田园、山脊沟谷间披上了绿装，与从前
相比，恍如换了人间。

浪塘山绿化项目是民和县 2021年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的其
中一项重点内容，总投资 5569万元，总
规模达 4866.67公顷。该项目在民和县
峡门镇、川口镇、巴州镇、马场垣乡、古
鄯镇、满坪林场等 17 个乡镇、1 个林场
栽植青海云杉、油松、祁连圆柏、山杏等
苗木 514.5 万株，目前树木都已经栽种
完成，由项目方进行前期维护，预计将
于2024年完工。

“达到成林标准后，这片林地能够
产生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

效益，为保护全省气候系统和生态环
境发挥积极作用。”民和县林业和草原
局林草站站长朱军虎告诉记者，该项
目建设完成后，可以提高造林区的水
源涵养能力，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防
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并能
达到防止土壤肥力流失，增加土壤蓄
水能力，减轻洪涝灾害的作用，可以
大大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群众的生产
生活环境。

造林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在造林
过程中，民和县优先选用了本县苗木，
解决了当地苗木出圃难的问题，增加了
造林区群众收入，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从木到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
力，在植树造林方面民和县一直在行
动。

沿着川官公路行驶，沿路两边峰

峦叠嶂，连绵起伏，在古鄯镇和西沟
乡交界的脑山地区，松树、柏树、杉
树各种树木密密麻麻分布在大山中，
葱葱郁郁，苍翠欲滴，宛如一片绿色
的“海洋”，在蓝天白云下，交相辉
映。一阵风吹来，绿浪一层一层地翻
涌，汇成一幅天然的水彩画。这是民
和县于 2017年陆续种植的林地，目前
已经通过了前期的生长期并交付相关
乡镇进行维护。

朱军虎指着不远处的一片山坡说：
“过去，这片土地几乎没有任何植被，连
野草都不常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经
过前些年的植树，才形成了目前我们能
看到的这些绿意。”

天空湛蓝清新，大地遍染绿色……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蓝图。近年
来，民和县林草局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林业产业

发展，打造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
园。

数据显示，2022 年，民和县完成上
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国土绿化目标任务
0.92 万公顷，其中工程造林 0.78 万公
顷、森林抚育0.13万公顷。以湟水河流
域南北两山坡面、矿区矿坑复绿及乡镇
山体为重点区域，组织动员全县干部群
众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完成植树造林
729公顷，栽植苗木 103.15万株，18.1万
人次参加。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投
身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造福人民
群众，民和县始终在推进生态环境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努力，让群众的生
活通过生态绿直达更加美好的未来。

“生态绿”让百姓生活更美了

生态生态海东海东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 通讯员 王
斌林 摄影报道）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
局海东市税务局紧跟“一带一路”倡议
工作步伐，结合海东市“一带一路”走出
去企业境外业务开展情况和涉税诉求，
选派5名业务骨干走进青洽会场馆，为
企业发放税收“活指南”，助力企业走向
国际。

随着海东市企业走向国际的步伐
不断加快，相关境外业务项目的企业
也越来越多。为更好地解决“走出
去”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税务局做足功
课，先行绘制税收“活指南”。税收

“活指南”以税务总局发布的国别投资
税收指南为基础，结合纳税人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经过梳理整合，形
成宣传活页手册 7 部，共印制资料
3000余份，内容涵盖“致走出去企业
一封信、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居

民企业和境外分支机构境外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等方面。

“我们公司是一家主营蜜蜂养殖、
蜂蜜产品销售和深加工的企业。这次
想借青洽会的有利时机，看看能不能通
过互联网电商平台拓展境外业务。”海
东市穆蜂斋蜂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马克英说。了解到企业的诉求和希望
后，海东市税务局税务干部当场为企业
发放“指南”，讲解辅导居民企业境外所
得税收政策，帮助企业第一时间掌握国
际贸易的税收福利。

今年，海东市税务部门继续围绕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对其他有意向开
展国际贸易的企业开展“入企问需、为
企解忧”活动，在送政策、优服务、解难
题上下功夫，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引
进来，确保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地不打
折扣，用税收小杠杆来撬动企业大发
展。

税收“活指南”

助企业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葛
恒美）日前，青海省委政法委通报表彰
了 2022年度全省政法系统调研工作优
秀组织单位和获奖调研成果，海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市两级
人民法院 11 篇调研文章获奖，其中一
等奖 1篇、二等奖 1篇、三等奖 4篇、优
秀奖5篇。

据悉，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获得调
研工作优秀组织单位奖项，也是全省市
州两级人民法院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
单位，获奖篇数位居榜首，调研工作取
得历史性突破。

2022 年以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调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
中央、省市委和上级人民法院重大决策
部署，坚持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谋划工
作、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必由之路和

先行之策。同时，在加大调研工作的宣
传发动、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力度的同
时，发挥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引领示范
作用，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审执工作难
点、为民服务堵点，带头深入基层法院
和人民法庭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
一批理论分析严谨、数据事例准确、问
题剖析深刻、对策建议务实的高质量调
研成果，为全市人民法院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智力支撑。

海东市两级人民法院将紧紧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
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对标对表“质效双
优”竞赛活动目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深入开展“大调研”活动，擦亮调研品
牌，努力以高质量调研赋能人民法院工
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海东篇章贡献人
民法院智慧和力量。

海东中院

调研工作获省级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