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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赵新秋
“群众有难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就尽全力为群众解决。”海东市司法局
副局长全长洪告诉记者，遇事有处说、遇
事能解决是百姓心中最质朴的诉求，也
是平安青海建设的重要任务。

今年以来，海东市深入贯彻落实省
委书记陈刚关于平安青海建设“十个一”
工作部署，切实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
治化、专业化水平，全面整合了综治中
心、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资
源，建立了海东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形成一个能办事、办成事的“中央处
理器”，实现各类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
一体化服务、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社会基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这就

需要多方协同，共同推进。
“我们以‘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工

作模式，按照高效能管理、高效率运行、
高质量服务的工作要求，资源共享、人员
共用、纠纷共调，积极构建一个全流程、
专业化、系统化、便民化的社会治理工作
模式，为群众提供多元、便捷、高效的矛
盾纠纷解决方式。”全长洪向记者介
绍，新建成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设有受理转办、信访接待、公共法律服
务、诉讼服务四个接待窗口，信访接待
室、法官工作室、调解室、综合会议室
等功能区域，政法委、法院、司法局、
信访局 4 个常驻单位，检察院、教育
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民政局
等19个轮驻单位。

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热情接待来访

的群众，细心解答来访者的问题，认真、详
细记录当事人陈述的纠纷调解请求事
项。这一幅幅生动画面，一个个社会治理
的示范和样板，诠释着“人民至上”的社会
治理理念，彰显着海东社会治理效能火力
全开的蓬勃生机。

要让基层社会治理“一站式”服务真
正发挥效用，还需要强有力的工作机制
作为推动服务落地见效的保障。

据了解，海东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接待窗口工作人员需对来访群众诉
求进行准确记录，对相关文字材料进行
梳理登记。分流转办窗口根据群众来访
内容或纠纷所属类型，分流至海东市社
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随驻或常驻部门办
理，需要进行调解的引导至各调解室进
行调解；对海东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受理的信访事项，根据《信访工作条
例》由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登记分类并办
理；需要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的，由
法律服务窗口提供服务，符合法律援助
现场的，经工作人员登记后移送至各县
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办理，并做
好衔接登记工作。

全长洪表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的实体化规范化运行，是健全完善城
乡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安整体防
控能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
也是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
实践，下一步，海东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将把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中心打造成
为回应群众诉求的服务站，化解矛盾纠
纷的终点站。

海东“一站式”服务推动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祁树江 通讯员 马晓妍
摄影报道

“我们阿河滩村，处处都是风景。
旅游旺季每天接待游客 1500多人。”海
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镇阿河滩村
的古榆山庄负责人韩阿力说道。

阿河滩村是撒拉族聚集的民俗
村，也是青海省首个地质文化村。近
年来，化隆县利用黄河优势，借助民
族文化、民俗文化、地质文化打造了
乡村旅游项目，改善建设了集生态、
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人文遗迹
和地质景观，生动讲述着阿河滩村的

“前世今生”。
弯曲的乡村柏油路，青瓦白墙的民

宿，成片的玉米地和花海，弯曲的黄河
水缓缓流下，映照着朦胧的远山……七
八月的阿河滩村十步一景，百步一绝，
以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这几年，阿河滩村依托绿水青山、
地质公园、田园风光、乡土（撒拉族）文
化等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以发展“风情农庄”“赏花经济”“文化长
廊”等切实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让绿水青山变现为金山银山。

“现在村里有 3 家民宿，4 家农家
乐，周边设施完善，基本能满足游客吃、
住、游的需求，我们还被评为海东最美
乡村呢。”阿河滩村党总支部书记韩亚

海牙说，今年，阿河滩村累计旅游人数
达3万余人次。

在阿河滩村，有一棵距今约800年、
直径约2.1米的古榆树，高约10米，但树
心空洞，可实现“古榆树里品茶饭”。古

榆山庄的地质文化长廊将阿河滩村的地
质地貌背景和黄河文明、撒拉族历史和
文化完美结合，醇香的化隆拉面、精巧丰
富的撒拉宴也备受游客喜爱。

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东

风”，阿河滩村在村容村貌整治、特色产
业发展、民俗文化传承上狠下功夫，立足
本地文化遗产资源，依托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
合，让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赋能。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蔡
永林）今年以来，海东市乐都区坚持把
发展壮大绿色有机农畜产业作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工作来抓，紧紧
围绕“沿湟主轴、条沟辅线、带状布局、
基地联动、全域产业”总体布局，不断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

乐都区着力在农业产业机构调整
上不断发力，通过延链、补链、强链，推
动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效益突出
的农业产业新格局。作物种植方面，完
成作物播种 32353.3 公顷，其中粮食
20826.7 公顷、油料 4246.7 公顷、蔬菜
4200 公顷，其他作物 3080 公顷。建成
蔬菜基地 27个，蔬菜总产 6.1万吨。乐

都长辣椒、地膜马铃薯、紫皮大蒜种植
面积分别达到 366.7公顷、2013.3公顷、
933.3 公顷。乐都大樱桃、乐都沙果等
果品种植面积达到 600 公顷。建成良
种繁育基地 166.7 公顷、脱毒薯繁育基
地 2000 公顷、新品种示范展示基地
333.3公顷，引种蔬菜、玉米等作物新品
种 60 个，推广农业产业新技术 10 项。
畜牧产业方面，注重畜牧业生产由数量
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提升畜产品供给
能力。主体培育方面，培育省级示范性
农业经营主体 22 家，带动农户 2800
户。建成畜禽规模养殖场 33 家，养殖
专业合作社73家，家庭牧场99家，鼓励
发展养殖大户4275户，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构建步伐不断加快。

为深入推进品牌建设、带动效应
持续深远，乐都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品牌优势、经济优势，提升农业现代
化、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水平，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认证数量和发展质
量持续提升。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监管信息平台，追溯实现全覆盖，
农产品合格率达 99%以上。注册“乐
字号”商标 26 个，认证绿色食品 7
个、有机农产品 2 个、地理标志保护
（证明） 产品 19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2个。“乐都紫皮大蒜”等 6个品
牌获批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兴农”
蔬菜等 26个农产品商标在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注册。紫皮大蒜、长辣椒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消费者满意前 100 名名

优产品。
同时，乐都区坚持耕地保护优

先、耕地数量质量并重原则，加快推
进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实施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 1.04 万公顷，化肥、
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 30.2%、
30%，商品有机肥较上年增加 4000
吨。推广旱作节水农业全膜覆盖栽培
覆膜 8000公顷。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面积24133.3公顷。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率达到86.7%，32家规模养殖场
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100% 。 农 业 主 推 技 术 到 位 率 达 到
98%，残膜回收率达到90%，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90%，化肥农药废弃物回
收处置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今年以来，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坚持把促进农
牧民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头戏，整合各
类资源，深入挖掘潜力，全力实施“产业
造血、就业活血、政策输血、资产补血”
四项工程，创新完善农牧民增收体系，
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

互助县围绕打造“七彩农业”名片、
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目标定
位，深入实施“四万双百”优势农作物示
范基地打造工程，播种各类农作物
6.42万公顷。上半年，输出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 6万吨，实现销售额 4亿元。依
托土族故土园、北山景区、油嘴湾等景
区，积极开发自驾游、民俗游田园游等

精品线路，做优特色饮食产业，上半年
乡村旅游收入突破2亿元，带动3000余
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人均增收3000元
以上。紧盯供港蔬菜、菜薹等蔬菜集中
收获期用工需求量大的实际情况，及时
收集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用工需求，
由各乡镇（街道）和县就业部门每天向
有务工需求的农户实时推送、精准对
接，推动群众就地就近务工增收。今年
以来蔬菜采收产业带动群众就业 19万
人次，带动增收1800万元。

依托互助家政实训基地等平台，互
助县加快培育壮大“互助家政”、盘绣等
特色劳务品牌。上半年，全县家政从业
人员达 1.2万人，实现收入 2.1亿元；盘
绣产品销售额达 1540 万元，带动绣娘

5530人。严格落实以工代赈促进当地
群众就业增收政策措施，优先吸纳脱贫
人口、监测对象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就近
务工，上半年累计发放劳务报酬 713人
次 312 万元。强化公益性岗位兜底保
障，持续推动公益性岗位动态管理，积
极利用村级光伏等集体经济收益，因地
制宜开发村内公益性岗位优先保障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上岗就业。上半年，
互助县为 2657名农村公益性岗位人员
发放工资1380万元。

同时，互助县按照“早发放、早受
益”的思路，及时向农牧民发放草原生
态奖补资金、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农业
保险等各项涉农补贴资金 9000 余万
元。紧密结合防返贫监测大走访大排

查行动，及时落实特殊困难群体低保、
临时救助等救助政策，发放各类救助资
金1.2亿元，惠及群众3.5万人。实施资
产“补血”工程，持续增加群众财产
性收入，全面推行村集体经济“梯队
管理法”，推动全县村集体经济发展全
面提速。实施土地产权改革工程，鼓
励和支持农民将土地以出租、入股、
合作、托管等形式流转给大户、合作
社、企业或托管机构，通过收取租金
或获取分红增加土地收益。实施闲置
资产盘活工程，支持农户充分利用闲
置宅基地或农房，参与乡村休闲旅游
项目，通过开发经营农家乐、民宿等
项目持续增收，全县 350家农家乐、民
宿上半年收入达3240万元。

海东市食品安全“红黑榜”通报
（第二期）

互助多渠道拓宽群众致富路

乐都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千年古村迎来发展新机遇

为进一步推进海东市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规范全市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
实，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2023 年 7月 27日至 8月 10
日，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
品相关科室行政执法人员，采取

“四不两直”的方式，按照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现场检查评分
要点，对平安区、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部分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工作开展
了为期7天的随机检查。根据《海
东市食品安全“红黑榜”制度》规
定，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的6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列入全市
食品安全“红榜”，将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
全相关规定的 18 家食品生产经营
主体列入全市食品安全“黑榜”，并
做如下公示。

红榜
1平安区青海方元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
上榜理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到位，能严把生产过程关键点，各类
台账记录齐全。

2.平安驿河湟印象马力祁记手
工面片坊

上榜理由：证照齐全有效，信息
公示完整，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到位，后厨卫生干净整洁，人员穿戴
洁净，设施设备齐全，食品安全各项
措施要求落实较好。

3.平安驿河湟印象徐文兰冰糖
葫芦

上榜理由：经营环境整洁；有与
其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
工具、容器、工作台面；“三防”设备
设施齐全；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
康证明，保持个人良好卫生，穿戴清
洁的工作衣帽、口罩；食品原料干
净、卫生。

4.互助县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
限公司

上榜理由：企业管理规范，能全
面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及
相关要求，特别是党建引领食品安
全工作成效显著。

5.民和县孔家酸奶
上榜理由：管理规范，对产品质

量把控较严。
6.循化县青海天香两椒有限公

司
上榜理由：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到位，食品总监、食品安全员职责
明确，管理意识较强，生产较为规
范。

黑榜
1.平安区天源农产品批发市场
上榜理由：食品安全总监及食

品安全员职责落实不到位；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设立农残检
测室，无入场检验，无市场农产品入
场质量安全佐证材料；对相关从业
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岗位人员未开
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无培训记录；
未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包保干部（小峡街道）未落实
督查制度。

2.平安区天源农产品批发市场
拉树岭牛羊肉铺

上榜理由：进货查验、索证索
票制度未落实，经营的鸡肉、牛肉
均无检验检疫合格证、肉质品检验
合格证；经营场所设施设备未达到
食品储存要求；经营卫生环境较
差。

3.平安区天源农产品批发市场
旭腾蔬菜批发配送

上榜理由：销售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未落
实；经营场所无“三防”设备设施，物
品摆放混乱，食品与日用品混放；经
营场所设施设备未达到食品储存要
求；经营卫生环境较差。

4.平安区河湟风生态苑
上榜理由：制度不齐全，后厨卫

生环境脏乱，“三防”设施不到位，食
品添加剂管理使用混乱，索证索票
制度未落实，发现过期食品。

5.平安区青海环宇富硒食品有
限公司

上榜理由：生产条件简陋，卫
生环境较差，无法提供进货票据及
凭证，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混乱，
无相关台账记录，灌装车间外瓶清
洗不到位，食品标签标识内容不合
规。

6.平安区栋栋家庭农牧场
上榜理由：生产加工车间物品

堆放凌乱，“三防”设施不符合食品
安全要求；洗手消毒专用区域摆放
有大量个人用品；食品添加剂专柜
中大量食品添加剂过期；生产记录

未按要求进行记录；酸奶产品未标
识生产日期及保质期。

7.平安区建波新特食材连锁店
上榜理由：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未落实；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未落实；从业
人员健康证不齐全；“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制度未执行。

8.平安区青海青野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

上榜理由：制度不齐全，自查制
度和从业人员培训不到位，后厨卫
生脏差，“三防”设施不到位，添加剂
管理不规范，索票索证制度落实不
到位。

9.民和县海鸿广场蜜雪冰城店
上榜理由：库房和操作间混用，

操作间狭小，达不到餐饮经营单位
服务标准，后厨物品摆放混乱，未使
用食品级器皿盛放原材料，从业人
员食品有关知识欠缺。

10.民和县青海阿牛哥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

上榜理由：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缺失；未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未
定期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报送食品
安全自查报告；不能提供批次检验
检疫票据及牛羊肉肉品合格证明；
未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票据及相关
台账缺失；未严格落实广告发布责
任，网页发布商品内容涉嫌虚假宣
传；产品加工车间温湿度不达标、原
料储存不规范、产品存放条件不达
标。

11.互助县青海丰禾农业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山牧场牛羊肉
专卖店

上榜理由：价格公示牌未在醒
目位置公示、未明码标价；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制度未落实；经营设施
设备未达到食品储存要求；包装袋
为非食品级专用包装袋；经营环境
卫生较差。

12.互助县青海丰禾农业经济
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沙果儿蔬菜水产

上榜理由：销售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未
落实；经营场所销售食品均无“三
防”设备设施；从业人员无健康
证。

13.互助县天佑德大酒店
上榜理由：对前期市场监管部

门检查发现并反馈的问题未整改到
位；未及时弃置过期调料品，操作间
存在腐败霉变蔬菜和过期预包装食
品；后厨器具消毒不到位，厨用垃圾
桶盖缺失。

14.互助县青海如祥农副产品
有限公司

上榜理由：食品安全相关制度
落实不到位，食品总监、食品安全员
无任命及培训工作资料，相关台账
记录不规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2022年与2023年相继出现多
批次抽检不合格产品，存在严重食
品安全隐患。

15.化隆县青海优多汇商贸有
限公司

上榜理由：食品经营项目超出
经营许可范围；市场开办者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食品安全
总监及安全员均无正式任命文件，
且对自身食品安全职责不清；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未建立、“日管控、周
排查、月调度”制度未执行、无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相关工作记录；
无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应急预案；监
管信息公示栏更新滞后；散装食品
管理不规范，均无标识标签；特殊食
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未
建立专柜，无警示标语；未设立农残
检测室。

16.化隆县群科新城专注手抓
王

上榜理由：未对从业人员进行
食品安全培训，后厨卫生环境脏乱，
消毒不到位，物品摆放混乱，操作间
发现正在使用的过期调味酱。

17.循化县华联商贸有限公司
撒拉族传统面点

上榜理由：进货查验、索票索证
制度未落实；经营场所设施设备未
达到食品储存要求；库房物品摆放
混乱，食品原料与杂物（垃圾袋、工
具等）共同堆放；使用过后的设施设
备未及时进行清洗；未建立食品添
加剂专柜、无使用记录；盛放食品原
材料的容器非食品级专用容器；经
营卫生环境较差。

18.循化县姊妹麻辣烫
上榜理由：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缺失，索证索票制度未落实，库房和
洗碗间混用，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
识淡薄，操作间标准不符合要求，清
洗消毒措施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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