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岩子 摄影报
道

入秋季节的青海东部门户，秋粮生
机盎然，夏粮抢收正酣。

而此时的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古鄯镇三姓庄村的百亩花田里，也是一片
繁忙的收获景象。当然，他们收获的不是
沉甸甸的麦粒，而是橙红色的红花。

走进三姓庄村乡村振兴产业红花种
植基地，正值红花采摘期，成片的花田
里，朵朵红花娇艳绽放，一阵轻风掠过，
花田里起伏起一片红色波浪。

在红花田埂上，古鄯镇干部祁海英
和三姓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孝福仔细打量
着成片的红色花海，眼神里流露着难以
掩饰的收获喜悦。

红花，别名红蓝花 、刺红花，其花性
辛、温，归心、肝经，有活血通经、祛瘀止
痛等功效。

三姓庄村并没种植过红花，那么，在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上，三姓庄村党支部
为何瞅准红花产业呢？马孝福告诉记
者，发展红花产业的信心来自村民马孝
全 2022 年的成功试种和亩均 3000 元的
种植收入。

走进马孝全的红花田头，十余名村民
正忙碌着采收红花，正在花田里忙碌的马
孝全捧起刚采摘的红色鲜花给记者看。他
说，去年试种了两亩红花，因为是第一年种
植，种植田间管理技术上还有欠缺，亩均产
出红花干花21公斤，亩均收入3000余元，
今年种植的1.4公顷红花长势好于去年，预
计亩均干花产量能达到25公斤左右，按照
当前市价，估计亩均收入3500元左右。

从未种过红花的马孝全又是如何有
了种植红花的念头呢？记者采访中了解
到，马孝全远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妹妹
家大面积种植红花，一直在外打拼的马孝
全既不缺思路，更不缺胆识，看着妹妹那
里红花种植的显著效益，便心生了在家乡
尝试种植红花的想法。

“因为从未种过红花，技术要点一窍
不通，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妹妹那里
带回来一点种子，靠着妹妹的远程技术
指导在老家试种了 2亩，还真成功了，亩
均收入 3000余元，比种小麦甚至全膜玉

米都划算。”马孝全说。
马孝全的成功试种，马孝福也看到

了发展红花产业的好“钱”景。
在今年的乡村振兴产业选择上，马

孝福毫不犹豫选准上报了红花种植及初
级加工项目，也得到了党和政府乡村产
业政策的支持，通过流转土地、带动农
户等方式种植了11.3公顷红花。

一个长期种植小麦、马铃薯、油
菜、玉米等农作物为主的小山村，突然
种红花，对村民们来说，既新鲜又没经
验。面对这种情况，马孝福流转土地4.6
余公顷当起了种植红花的“示范户”，
加上其他积极参与种植的10余农户，今
年全村成功种植了 11.3公顷红花，目前
朵朵红花迎来红红的好“丰”景。

走进马孝福红花种植示范基地，数十
亩花田连成一片火红的花海。花田里，采
摘工双手采花，动作娴熟。

年过五旬的陈凤英是古鄯镇邓家山
村村民，这几天一直在马孝福的花田里
做采花工。“家里闲着，刚好红花采摘要
人，我就过来采花，挣点油盐酱醋的零
花钱。”陈凤英一边忙着采花一边笑着

说。
据马孝福介绍，现在采花期间日均

用工量近50人，现在采的是头茬花，后
面还要采收四次花，这样仅采花期人均
将能有近 3000 元的收入，加上开春种
植、田管除草等务工时段，一年务工下
来收入会更多一些。

在不远处的田间空地上，铺开的布
毯上晾晒着刚采的红花，一位上了年纪
的妇女用枝条轻轻搅动着毯子上的红
花。她说，要随时拨动一下，要不刚摘
的鲜花会粘连在一起的。

不一会儿，一名务工人员从花田里
带来半袋子刚采摘的红花，马孝福接过
花袋子，打开袋口，一股淡淡花香从袋
中飘溢而出。“你看这花色多好，应该会
有一个好收成！”马孝福看着满眼花海，
对今年的红花收成充满信心和期待。

马孝全说，看这今年的红花长势，
预计亩产红花干花24公斤左右，按当前
的市价 130 元至 150 元每公斤估算，亩
均红花收入3100多元，加上红花籽、红
花草的收入，今年的红花种植收入还是
蛮有希望的，今年全村种植的 11.3公顷

红花，预计可实现产值63万元左右。
产业振兴，不仅要有产量，更要有

效益。只有把产出的红花卖成钱，红花
种植才有效益。那么红花销路问题怎么
解决？对此，马孝福并不担心，因为他
在红花种植前已经找好了销售门路。

据马孝福介绍，今年年初，他和相关
人员一起到甘肃省嘉峪关市、陇西县等红
花种植地区及红花市场实地考察，精准掌
握了红花市场行情，并从嘉峪关市一商户
订购红花种子，达成红花收购合作协议。

“只要有产量，销路不是问题。”马孝福说。
红花及其种子卖成钱，那么红花秸

秆也不能白白浪费。对此，马孝福说，
红花秸秆是饲喂牛羊的上好草料，种子
采收后，秸秆全部粉碎打包出售。

不仅如此，马孝福今年还打算榨一
些红花油，在就近市场上先试着探探
路。如果有“钱”景，他将计划拓展加
工红花油，延伸红花种植产业链，进一
步提高种植效益。同时带动更多村民积
极参与红花种植，进一步增加群众收
入，让火红的花海铺满火红的乡村产业
振兴致富路。

红花田里开出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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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今年以来，乐都
区就业服务局从稳岗就业、技能培训、创业
带动、政策解读、转移就业等五方面狠抓落
实、积极行动，全力稳就业，保民生。

目前，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16人，完
成年度任务的 73.37%；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2.19%，比目标任务 3.5%下降 1.31
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4048
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 100.04%；脱贫劳
动力、监测户劳动力转移就业 14487人，
完成年度任务的107%。

为援企稳岗促就业，乐都区积极打
好企业用工“服务牌”。按照市政府工作
要求，乐都区就业服务局把稳就业保民
生放在突出位置，全力抓好援企稳岗扩
就业工作。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
援助月活动、“雨露计划+”专场招聘活

动，与江苏省无锡市开展东西部劳务协
作招聘会，做细做实招聘引才、劳务协作
等企业用工服务措施。目前，共组织开
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6 余场，参与
用人单位数 415 家，提供岗位 18382 余
个，吸引 8800余人次进场求职，帮助 942
人达成就业意向。

在技能培训工作中，持续打好就业
能力“提升牌”。围绕产业、对接行业、服
务企业、优化专业、促进就业推行“五业
联动”就业培训模式，结合县域经济发展
和群众培训需求，进一步提升培训针对
性和实效性，引导群众技能就业。年内，
依托有资质的职业教育机构认真组织开
展了计算机、中式烹调、家政服务、刺绣、
保育员培训等共 19个工种的技能培训。
截至目前，与 19个招标培训单位签订了

培训合同，已完成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
班 95期，培训人数 4537人。通过技能培
训的农牧民素质明显提高，经济收入水
平逐渐增长。数据显示，2023 年农牧民
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067元，
同比增长 5.4%，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为扩大创业带动增效应，乐都区还
打好政策扶持“助力牌”。积极推进落实
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技能，接轨新形势
下的互联网发展创业学习行动，强化创
业政策扶持，多方式多渠道做好宣传的
同时，组织6名乐都籍高校毕业生赴无锡
市参加电子商务培训。

在多措并举惠民生方面，乐都区打
好暖心服务“主动牌”。加大岗位信息线
上推送力度，通过开展直播带岗，采取

“互联网＋就业”云招聘服务模式，让工
作人员化身“带岗达人”。目前，举办3场
直播招聘会，提供招聘岗位3042个，共有
6177 余人在线观看、互动。对有就业意
愿未就业的脱贫人口、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等群体，号召乡镇开展上门、电
话、短信、微信等送岗、送政策服务，确保
其尽快实现就业。

此外，乐都区还精心谋划强帮扶，打
好转移就业“责任牌”。积极引进“互助
家政”等朝阳产业，带动区域农村富余劳
动力和易地搬迁人员积极就业，持续推
进“三抓三促”行动，打响乐都高原电建
劳务品牌知名度，不断优化乐都劳务品
牌发展生态圈，助力乐都技能服务人才
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推动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晓娟
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尕楞藏族

乡，牛羊养殖是家家户户的小产业。从草
木露出新芽直到枯黄，一年中，尕楞乡群众
的牛羊可以在山上放牧六七个月，生态养
殖成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方式之一。

走进建设堂村的草原深处，成群的
牛羊在山间肆意漫步，山顶背风处，一座
养殖场拔地而起。

“这就是我们村的集体经济项目——
犏牛养殖场，目前项目建设已经接近尾
声。”建设堂村党支部书记拉加才旦说，很
长一段时间内，建设堂村集体经济的空白
导致村“两委”缺乏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后

劲，成为乡村振兴中的短板。
建设堂村是尕楞乡发展较为缓慢的

村庄之一，长久以来，村民仅依靠挖虫
草、传统种植和养殖增收，单一的增收渠
道限制着全村的生产发展。建设堂村共
有 102户 470人，耕地面积 148.7公顷，种
植的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小麦、油菜、胡
麻、洋芋、蚕豆等，养殖以山羊、绵羊、黄
牛、牦牛等为主。

由于紧挨着林地和草原，再加上许
多村民祖祖辈辈的养殖经历，在考虑集
体经济发展项目时，建设堂村村“两委”
第一时间想到了养殖。

“现在如果我们想为村民办一点事

情，就需要钱，但是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
钱，所以就很难。”拉加才旦说，村集体经
济项目有眉目，乡村才能有活力。

今年，尕楞乡党委政府争取150万元
乡村振兴衔接补助资金，用于建设堂村
犏牛养殖项目的实施。项目共修建牛舍
1栋，单栋面积为400平方米，为一层钢架
结构房屋；牛运动场围栏 46.7米；太阳能
路灯 2盏；购置犏牛 86头。目前，购置的
犏牛已经交由承包人养殖，项目预计于9
月实现投用。

犏牛是牦牛与黄牛杂交的一个品
种，能适应高海拔、低气压、冷季长的生
态环境，也能适应海拔较低和气温较高

地区。拉加才旦告诉记者，建设堂村的
犏牛养殖以生态养殖为主，草季，就在山
上吃草，只有到了冬天和春天，才会把犏
牛放到养殖场里喂饲料。购进犏牛后，
村“两委”及时号召有能力、有意愿、有经
验的养殖大户承包经营，目前，该项目已
由村民夏吾东智承包。

“犏牛养殖主要是以繁育和奶制品
的制作、售卖为主，繁育一头小牛犊能卖
好几千，每年由承包人向集体经济返还
资金，预计每年为建设堂村产生集体经
济资金 13万元左右。”拉加才旦说，项目
的实施还可以直接带动 4到 10户养殖户
和未就业群众参与养殖。

犏牛养殖筑起富民强村梦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今年以来，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坚持“党建红”
引领“医保蓝”，坚持“为民医保、利民医
保、便民医保”工作理念，以“党建+”模式
推工作、促发展、惠民生，推动党建和医
保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民和县医保局始终注重学习方式和方
法，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三
会一课”“党员活动日”“学习研讨会”等多种

方式，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
神、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体会议精神，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把党建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将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考核，全面提升
干部职工思想素质，增强工作责任心。

积极落实城乡居民参保、资助参保等
民生实事。截至目前，335621人参加民和

县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完成率达98.14%。实行专项台账管理，逐
人核准参保状态，对未参保的脱贫人口和
低收入人口及时反馈乡镇加大动员催缴
力度，确保应保尽保，脱贫人口及低收入
人口参保率达100%。认真落实脱贫人口
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政策，2023年度分类资
助困难群众 21336人，资助资金达 458.61
万元，实现了参保资助全覆盖。

民和县医保局积极推进医保经办业
务下沉，有效提高医保服务的可及性、便
利性。截至目前，全县共建设医保服务
站 22家、村（社区）医保服务点 320家，打
通了医保经办服务“最后一公里”。异地
就医备案经办业务，实现了跨省异地就
医自助备案、直接结算，省内跨市（州）异
地就医免除备案手续，全面提升就医结
算便利度，实现患者备案“零跑腿”。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 通讯
员 陶成琼）今年以来，海东市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紧紧围绕
全县中心工作，强举措，提质效，以

“六个聚焦”为抓手，持续护航高质
量发展。

聚焦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循化
县纪委监委及时制定《循化县纪委
监委关于省委第四巡视组反馈意
见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
和整改时限，对短期内能整改的立
行立改，推动解决，对短期内无法
整改的，制定整改时间表，严格按
照时间节点推进整改。

聚焦乡村振兴问题整改，循化
县纪委监委联合县人大、政协、组
织部、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组成作
风纪律督查和行业部门督导联合
工作组，深入全县14个重点行业部
门，围绕问题整改和主体责任、监
管责任落实及数据统计造假等开
展联合督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
反馈，督促整改，推动各项整改措
施落地见效。截至目前，联合督导
组完成了对全县 14 个重点行业部
门的首轮次督查，提出意见建议 30
余条，下发督查通报1期，因整改工
作推进不力提醒谈话1人。

聚焦耕地保护问题整改，循化
县纪委监委制定相关方案，列出问
题清单，明确整改单位责任和监督
单位责任，各乡镇纪委、各派驻纪
检监察组跟进监督、靠前监督，推
动整改工作落实。

聚焦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定
期、不定期通过明察暗访、实地督
查等方式对全县各单位干部职工
纪律作风、重点工作推进等情况进

行督查，协同县公安局、市场监管
局严查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酒驾醉
驾等违纪违法问题，在全县上下持
续释放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
肃纪的鲜明信号。截至目前，因值
班纪律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 5 人，
诫勉谈话 1 人；因重点工作推进不
力约谈 6 人；下发作风纪律通报 1
期，批评教育 2人；“海东作风大家
评”平台收到群众不满意事项评价
6 条，均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转办
答复，因服务群众不到位提醒谈话
1人。

聚焦工程建设领域治理，循化
县纪委监委及时组建督导组深入
各乡镇、各部门，通过听取汇报、查
阅资料、调查询问、实地检查等方
式深挖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持续压实压紧各单位整治
责任，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
进。截至目前，督促全县各单位共
排查各类项目 318 个，涉及资金约
337706.37 万元，排查发现问题 115
个，正在整改 31 个，推动完成整改
84个。

聚焦医疗卫生联动巡察，县纪
委监委及时组建督导组，主要领导
带队对全县医疗卫生领域联动巡
察工作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帮助解
决巡察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深入查找被巡察单位在党的政治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以及项
目资金管理、服务群众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以政治巡察成果提升
循化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循化围绕“六个聚焦”

提升专项监督质效

廉洁廉洁海东海东

乐都全力稳就业保民生

民和稳步推进医保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实习记者 朵玉雪 摄影报
道

“你看，滑坡程度，倾斜角度，
裂缝加速度都一目了然。”

“这上面每小时降水量都可以
看得到，汛期来临时，可提前做到
防汛防灾。”

“这些抽水泵、铁锹、雨衣、雨鞋
都是近期发放的防汛应急物资……”

8 月 15 日，记者来到海东市平
安区巴藏沟回族乡李家村，原本覆
盖着绿色植被的山体表面赫然裸
露出一块块斜长的泥黄色破坏面，
在陡峭的山坡周围，安装着几处地
质检测设备，在这些设备上，防汛
救灾的一些基本情况一目了然。

平安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甘祖
斌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时期，
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频繁降雨使全
区土壤水含量已经饱和或者接近饱
和，尤其受前期持续强降水影响，平
安区地质灾害隐患地区潜在风险较
高，降雨叠加后是崩塌、滑坡等地质
灾害的高发期。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对潜在地质灾害危险点的巡查，按地
质灾害易发区防灾预案加强地质灾
害预防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
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工作。

“尤其下雨的时候，看着远处
有点滑坡倾向的山就很担心，现在
安装了这个设备，我们也安心了不
少。”李家村村民赵有元说道。

李家村共有3处地质检测点，一
旦出现地表稍微倾斜或滑动的倾
向，检测信息会第一时间反馈至主
管人，再由主管人上报至村干部处，
最后由村干部通知村民，层层递进，
能做到提前预警和防范。巴藏沟乡
副乡长马康介绍，除此之外，李家村
还安装了3处雨量检测设备，精准的
雨量信息，为提前预警防洪防汛提
供了最有力的数据保障。

“前瞻、及时，精准的雨水情检
测预报信息，是打赢现代化防汛战
的首要环节和重要条件，如果预测
预报不准，好比打仗没有‘情报’支
撑，就不可能打胜仗。”海东市平安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甘祖斌说道。

今年，平安区政府下拨29.92万

元资金用于乡镇（街道）配备雨衣、铁
锹等必要的防汛应急物资，向平安区
三合镇、洪水泉回族乡、巴藏沟回族乡
各拨付5万元省级应急处置资金用于
隐患处置，储备物资编织袋2万条、
PVC塑料管6吨、挖掘机1台、装载机
1台、发电机 10台、水泵 10台、雨衣
100套、雨鞋100双、手电筒40个等。

面对汛情挑战，防汛应急抢险
队是对战汛情的一大帮手，排查抢
修、筹备物资、排洪泄堵……雨前，
雨中，雨后，抢险队都是 24 小时待
命，一旦遇到险情，立刻安排就近
人员赶赴现场。

“我们乡上专门组建了应急抢
险队伍，现在是14支约180人，由所
在地乡镇（街道）政府和各流域管
护所工作人员共同组建，每队约 10
人左右，一有汛情就立马往前冲”
马康详细介绍道。

正如甘祖斌所说，除了做好相关
的防汛应急预案和措施之外，必要的
防汛应急演练，能让群众在遇到山洪
灾害和发生险情时有一定的自我保
护意识、自救能力和逃生能力。今年
6月份，平安区水务局在平安街道办
事处张家寨村组织开展2023年山洪
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区水务局、区应
急管理局、区气象局、区自然资源局
和平安街道办事处、张家寨村部分群
众共130余人参加演练，演练模拟张
家寨村羊粪沟、山洪沟发生强降雨，
降雨量达50毫米，平安街道办事处
张家寨村山洪灾害危险区发生山洪
和山体滑坡，山洪灾害危险区14户
56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4名群众受困，村民需要紧急转
移和安置，接平安区防汛指挥部命
令，水利抢险队第一时间集结人员、
机械和物资赶赴受灾地。

防汛抗旱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面对我国多地发生的严重洪涝灾
害，甘祖斌表示，要高度重视，加强
组织、加大投入、提升防汛能力，做
好预防和应对工作，更好地守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闻汛而动 打好防汛主动仗

全力以赴
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