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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今年以
来，海东市立足实际，进一步优化
工作理念、思路、机制和方法，聚焦
重点任务破解组织工作难题，集中
精力破难点、攻重点、培亮点，推动
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海东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
新理论，精心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教育计划，全覆盖集中轮训
县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开展农
村党员教育培训“清零”行动，培训
农牧民党员 4.6万人次。扎实开展
干部教育培训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通过问卷调查、意见征求等方式，
查摆并整改组织不规范、管理不到
位、纪律不严格等方面46条问题。

为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
效，海东市不断夯实组织基础，推
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25 条措施
落地见效，在财政收入困难的情况
下，协调市县两级财政资金5466万
元，落实了村（社区）党建工作经费
和服务群众经费，让基层有钱办
事。坚持“好人好马上一线”，组织
召开驻村干部调整轮换工作动员
部署会和新老干部交接会，完成
1906 名驻村干部调整轮换工作。
同时，制定实施村集体经济“强村”

工程方案，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建立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
清单和职责清单，出台流动党员管
理“五个一”工作法，进一步提升党
员队伍建设管理水平。

海东市紧扣发展需要，着力
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续落实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六个一批”
工程，选派 29 名优秀年轻干部和
18 名政法干部开展市县区双向交
流任职。深入推进干部队伍作风
整顿，积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对4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县处
级领导干部调整处理。结合市委
巡察工作，认真开展选人用人专
项检查，深入落实干部监督“红黄
蓝”预警机制。

为创新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今
年，海东市成功举办“智汇河湟·才
聚海东”人才交流活动，发布人才
强市15条措施，组织开展了百名专
家海东行、“校企双聘”等活动，展
现了海东引才惜才用才的良好形
象。深化东西部人才交流，与江苏
省无锡市签订人才交流合作框架
协议，积极组织组工干部外出学习
考察，转化学习成果，达到了开阔
视野，拓宽思路，提高效能的目的。

我市聚焦重点难点
全力推动组织工作提效能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正宗土猪肉熏烤而成，好吃不

腻，快来看一看、尝一尝！”近日，海东
市乐都区萨尔斯堡夜市上人气爆棚，
热闹非凡，色泽饱满、香气诱人的腊肉
和香肠一摆出来，就引来了众多消费
者争相购买。

这只是今年以来海东市商贸领域
健康、良好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

商务经济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是
活力的象征，亦是发展的引擎。上半
年，海东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64.9 亿元，同比增长 10.3%；批发业销
售额完成52.8亿元，同比增长0.1%；零
售业销售额完成 61.5 亿元，同比增长
4.8%；住宿营业额完成 1.3 亿元，同比
增长 16.1%；餐饮业营业额完成 8.2 亿
元，同比增长5.7%……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凸显了海东
市商务部门倾心服务商贸企业，全力
推动海东商贸经济快速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

扩内需、促消费是立足当下、着眼
长远的选择，是经济循环重要的牵引
带动力。聚焦惠民服务，海东市商务
部门通过举办“青海年·醉海东”“春季
消费促进月”“春来早”等系列促消费
活动，及时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提振消
费信心，助力市场繁荣。组织开展汽
车、家电家居消费节、成品油与重点工
程对接、农资农机下乡等专题活动，宣
传引导群众参与“惠民消费季”“购车
补贴”活动，有力拉动大宗商品消费持
续恢复。培育发展“网红”经济和商文
旅融合打卡地，引导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海鸿国际广场、平安区平安驿·河
湟民俗文化体验地等企业向消费、体
验、社交综合场景转变；鼓励互助土族
自治县纳顿风情街、民和川垣夜市等
商业步行街及综合体推出夜间优惠折
扣、灯光秀等活动，助力特色经济发
展。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
活动30余场次，参与企业商户1500余
家次。

与此同时，海东市聚焦主体培育，
加大项目申报力度，先后指导企业申
报全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 19项，
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7
项，商贸流通领域融资需求 10项。推
进龙头企业认定工作，指导 3 条步行

街区申报认定省级特色步行街区，7家
企业申报认定“青海老字号”企业，9家
家政企业申报省级家政服务“领跑者”
企业，为后续申报专项财政资金奖励
打好了基础。今年 4 月，北京（青海）
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正式开业，
填补了海东市以及全省东部重要农业
生产区没有大型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
空白。

市场主体有活力，经济引擎有动
力。今年，海东市商务部门精准把脉，
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推出惠企好政策，
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让中小企业
提振信心、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海东市商务部门会同 24 个部门
制定印发《海东市助企暖企服务业专
项组工作方案》，压实工作责任，分设
批发和零售业等 13个专项小组，并明
确工作要求，确保助企暖企工作扎实
推进。组织助企联络员深入商贸企业
开展助企纾困政策宣传并发放“口袋
书”，及时畅通助企暖企沟通渠道，做
到重点商贸企业政策宣讲全覆盖。深
入重点商贸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调研，
对收集的 26 条需政府协调解决的事
项进行上报，并全程跟踪办理进展，及
时向企业反馈办理结果；对分拨中心
转办的 6 个事项，均在第一时间与企

业取得联系并予以答复，目前已全部
完成办结，企业满意度达100%。

“这是我们互助的蜂蜜，有罐装的
和袋装的，方便携带，营养丰富……”

“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互助的马铃薯、
青稞酒……”走进互助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的电商直播间里，互助县的

“彩虹故乡推荐官”正在进行电商直播。
电商架起了偏远地区农产品进入

市场的桥梁，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海东
市商务部门聚焦电商提质，推进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统筹县域邮政、
供销、快递等主体，整合资源开展市场
化合作，并为实现统仓共配的县区级
物流仓储分拨配送中心及偏远地区物
流配送企业兑现 2022 年快递补贴
169.5 万元。引导大型商超、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设立农村产品专区（柜），
通过龙头企业带销、商场超市直销、电
子商务营销等方式，不断拓宽农产品
流通和销售渠道。

目前，已帮助 1 家企业入选青海
2023市州农特产品“超市首秀”活动。
组织开展“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
等线上专卖活动，组织全市电商直播达
人 30余人参加“直播兴农·青品出青”
全省农产品电商直播大赛，网络零售资

源与人才持续汇聚。上半年，全市完成
网络零售交易额1.29亿元，完成网络购
物交易额 27.36亿元。组织 30家重点
企业参加跨境电商培训班，为企业、产
品“走出去”奠定基础。上半年，完成跨
境电商交易额7099.4万元。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和
源头活水。今年，海东市商务部门聚
焦“大招商”、优化“软环境”、抓住“新
机遇”，组织45家企业参加第108届糖
酒会、2023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
第 18 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
会、中国西部投资贸易洽谈会、第 3届
中非博览会、第 3 届中国（青海）国际
生态博览会等国际性展会 8 场，为企
业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帮助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

今年，全市组织上报 2023年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14个，预计落实
项目资金 706.52 万元，将进一步增强
外贸企业发展信心。稳步推进国际班
列工作，1月至5月开行中亚班列6列，
出口货值达2581万元。

行远自迩，笃行不怠。新时代、新
征程，海东市商务系统将以更加昂扬
奋进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的担当、更
加务实创新的举措，谱写全市商务工
作新篇章。

繁荣商贸促发展 开放赋能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近日，
海东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海东市开
展湟水流域水质综合整治攻坚战
行动任务清单》，旨在确保湟水流
域水质综合整治攻坚战行动取得
成效，切实改善湟水流域水生态环
境，打好水质综合整治攻坚战，持
续提升流域断面水环境质量。

据了解，此次行动重点整治湟
水流域生活、工业、农业污染，推进
重点污水收集处理项目建设，排查
整治河湖“四乱”及黑臭水体。主
要从实施源头管控、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开展沿河污染整治三方面着
手，全力推进湟水流域水质综合整
治攻坚战。

为强化源头管控，全市将进一
步强化涉水企业排污治理、工业污
水处理设施排污治理、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排污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排污治理、化肥农药污
染治理、强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屠宰污染治理、“小散乱污”企业排
污治理、耗水较大服务行业排污治
理，确保任务整改到位。

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
快推进乐都区、平安区、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地下
管网排查整治；全面开展城市体
检，做好地下管网普查及隐患排查
工作。加快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
造，全面梳理城中村、老旧城区和
城乡接合区域污水收集空白区，建
立新建管网和雨污合流、混错接、
老旧破损管网改造的项目清单，并
按照轻重缓急逐步补齐排水管网
短板。

在沿河污染整治工作中，加快
湟水流域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将
于 8月底前完成 90%整治任务。以
完成整治销号的排污口为重点，开
展一次“回头看”，确保已整治排污

口问题不反弹。排查整治黑臭水
体，全面开展县级以上县区黑臭水
体及返黑返臭水体排查，对排查出
的黑臭水体逐一科学制定系统化
整治方案，限期完成整改。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河道、水库管理范围内
乱堆垃圾等“四乱”突出问题排查
整治，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并将清
理整治重点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
延伸，推动河湖面貌持续改善。适
时启动生态调水，强化水电站生态
基流保障监管，严格生态流量管
控，发挥生态流量监测预警工作机
制，确保湟水民和县控制断面日均
流量不小于 8 立方米每秒，保障率
达90%以上。

为深入打好湟水流域水质综
合整治攻坚战，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海东市级层面成立湟水流域
水质综合整治攻坚战行动工作领
导小组，乐都区、平安区、民和县、
互助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为成员单位，全面组
织开展湟水流域水质综合整治攻
坚战行动整治任务，统筹协调有关
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市住房建设局。各县区、各部门主
要负责当好“整治队长”，亲自抓、
亲自管；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深
入抓，切实做到早动员、早部署、早
行动、早见效。

在整治工作中，领导小组将通
过明察暗访等形式，进行“发现—
整治—回头看”闭环管理。对治污
治乱领导不力或成效不好、工程治
理效率不高的县区和部门，严格按
照“一次督办约谈、二次通报批评、
三次形成处理意见”的机制，对其
主要负责人及河湖长进行严肃追
责。

我市启动湟水流域
水质综合整治攻坚战行动

生态生态海东海东

本报讯（通讯员 徐宇燕）今年以
来，海东市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就业物
价总体稳定，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的态势，市场
预期好转，服务类消费较快恢复，经济
复苏进程持续推进，第三产业活力显著
增强。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反馈结
果，2023 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 236.6 亿元，同比增长 3.1%。第一
产 业 增 加 值 为 1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8.5亿元，同比
下降 4.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21.8 亿
元，同比增长 9.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6.9∶41.6∶51.5。

种植业生产持续稳定，畜牧业生产
有所回暖。上半年，全市完成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30.3亿元，同比增长 3.9%。今
年以来，随着气温逐步回升，各地露地蔬
菜种植已全面铺开，日光温室蔬菜陆续
上市，自给率逐步提高，各类作物长势良

好，种植业生产持续稳定，畜牧业生产小
幅回升，上半年完成种植业总产值3.4亿
元，同比增长 8.6%，完成畜牧业总产值
24.4亿元，同比增长2.7%。

建筑业产值降幅收窄，新入库企业
拉动明显。一季度受新签订合同额数量
少，上年结转合同额有限等因素影响，全
市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35.4%。二季度以来，全市新入库 47 户
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实现产值 3.1 亿
元，占全部建筑业产值的 15.2%，拉动建
筑业总产值增长 15 个百分点。另一方
面，部分建筑业生产运营有所改善，新签
订合同额小幅增长。上半年，全市建筑
业总产值同比下降 0.8%，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 34.6个百分点，发展势头逐渐恢复
向好。

服务消费加快恢复，经济活力显著
增强。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6%，第三产业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其中：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817.1 亿元，同比增长 16.4%，各项贷款
601.7亿元，同比增长8.3%。消费市场恢
复向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9亿元，
同比增长 10.3%；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42
亿元，同比增长 11.3%；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 22.9亿元，同比增长 8.7%。旅游业复
苏势头明显，共接待游客 794.1万人次，
同比增长 83.6%；实现旅游收入 18.8 亿
元，同比增长63.6%。

财政收入稳步增加，民生支出力度
加大。上半年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全市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4亿元，同比
增长 38%。其中，税收收入 9.8亿元，同
比增长 44.8%；非税收收入 2.6 亿元，同
比增长 17.2%；税收收入中企业所得税
同比增长 130.6%。民生支出稳步增
长。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9.6
亿元，同比增长 4.4%。民生支出 95.76
亿元，同比增长 4.4%，民生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为87.4%。

就业物价保持稳定，居民收入持续

增长。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海东市城镇
新增就业5781人，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 1970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635 人，城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 3.5%以
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7.78万人次，
完成年度任务的 77.1%。价格指数温和
上涨，乐都区、平安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 1.2%、0.1%，为社
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居民收入增速
快于经济增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0267元，同比增长5.9%；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339 元，同比增长
3.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630元，同比增长8%。

污染防治不断加强，生态环境持续
稳定。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0.8%。6 个国控断面平均水质优良比
例为 100%。其中，黄河、大通河出省断
面平均水质达标率为100%，湟水河出省
断面平均水质为Ⅲ类，6 个县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为Ⅲ类。

海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王
聿昊 周圆）8月 13日，国家防总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组织防汛防台风专题视
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
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灾
情，视频调度天津、辽宁、重庆、陕西等
重点地区安排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会商指出，当前松花江干流部分
江段及支流拉林河等还处于超警状
态，海河流域洪水过程尚未结束，河
北文安滩里干渠决口封堵、天津茁头
排干渠防守正处于关键阶段。据预

测，今明两天东北、西北和西南部分
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局地对流性强。

会商强调，要充分认识江河洪水
防御的持久性、艰巨性，继续上足巡
查防守和应急抢险力量，科学查险排
险，加快堤防溃口堵复。要做好转移
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导等，
对具备返家条件的提前开展房屋安
全鉴定，确定安全后再组织人员返
回。要盯紧天气变化，加密预测预
报，提前发布预警。辽宁、新疆和西
南、西北等地要把握山洪和地质灾害

防范重点，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度，
提前做好转移避险工作；落实中小水
库“三个责任人”，对强降雨落区内的
小型水库，立足极端情形细致考虑抢
险方案。同时，要继续做好西安长安
区山洪泥石流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当前，国家防总维持对天津的防
汛二级应急响应，对北京、河北、吉林、
黑龙江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辽
宁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工
作组继续在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
龙江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两部门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