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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风吹麦浪穗
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截至9月4日，
全市秋收面积达 5.6万公顷，其中小麦
2.5万公顷（包括冬小麦 9600公顷），豆
类 3080 公顷，马铃薯 66.67 公顷，青稞
1833.33 公顷，杂粮 400 公顷，油菜 1.43
万公顷，蔬菜1.19万公顷。

为抢收快收，确保颗粒归仓，今年
以来，我市结合农时，加强夏季田间指
导，切实解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进一步释放强农惠农政策红
利，为农民群众稳粮保丰收吃下“定心
丸”。在各地抢收的同时，积极开展宜
菜则菜、宜粮则粮、宜草则草的复种工
作，目前已种植农作物10160公顷。

秋收期间，全市各县区绷紧粮食安
全弦，密切关注极端气象灾害天气，确
保农业生产安全、全年粮食稳产增收。
做好科学防灾应急预案，加强技术指
导，落实抗灾应变措施，关注天气变化，
适时组织抢收，做到颗粒归仓。农机部
门做好各类机具的调配，确保农机具完
好率、出勤率和作业效率，加大开展跨
县区农机联合作业。

为保障我市粮食安全，今年，我市
各县区持续整治耕地“非粮化”及撂荒
地。持续推进耕地“非粮化”和撂荒地
摸排整治，结合春播生产、春季“333”绿
化工程，完成绿化苗木整治 700 公顷，
累计整治 3840 公顷，目前已完成全市

耕地“非粮化”整治总量的 62.4%，台账
内 3793.33公顷撂荒地全面复耕复种。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全市已实
施6.67万公顷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涉及
全市86个乡镇1111个村17.07万农户，
完成春覆膜1.86万公顷，共发放普通地
膜 1673吨，降解膜 320吨，投入大型深
松机械 14台、小型机 665台，建立千亩
点15个、万亩点5个、百亩点38个。

同时，持续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工
作，及时印发《2023年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防汛抗旱工作要点》《关于对农业农
村领域安全生产及防汛（雹）抗旱工作
实行包保责任制的通知》，加强与气象、
应急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和会商研判，强
化汛期降水及旱情的监测、预报、预警，
切实增强农民群众防灾意识和风险防
范意识。

我市5.6万公顷农作物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产业发展积

流成渊、改革创新活力迸发……今年
以来，海东市乐都区锚定走在前、开
新局的目标，在各方面、各领域敢为
先锋、唯旗是夺，以不服输的韧劲和
干劲，引领全区人民扬帆起航，在高
质量发展轨道上奏响了奋进的昂扬
乐章。

上半年，乐都区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GDP）50.15亿元，同比增长1.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02亿元，第
二产业增加值 16.92亿元，第三产业
增加值 30.21亿元；完成农作物播种
32353.33 公顷，整治耕地“非粮化”
1133.33 公 顷 ，实 施“ 双 减 ”行 动
1.04 万公顷，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1600公顷；精准落实助企暖企措施，
帮助企业纾困230余次……

一个个沉甸甸的数字，阐释了成
绩单背后的付出与努力；一串串平实
的数字，也见证了乐都区不断向前的
稳健步伐。

绘就宏图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新时代吹响了高质量发展的冲
锋号，这既是一场时代大考，更是一
个现实命题。

完成播种面积32353.33公顷；完
成蔬菜种植 4180 公顷；推广全膜覆
盖栽培秋覆膜技术 8000 公顷；创建
马铃薯绿色高质高效田 2000 公顷，
推 广 施 用 有 机 肥 替 代 化 肥 技 术
17466.67公顷……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今
年以来，乐都区牢牢抓住农业发展这
一民生大计，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农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农产品
产量和品质实现“双飞跃”，一幅充满
生机与希望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
强。乐都区持续强化服务意识，竭力
创设条件，深入企业听声音，采取提
前谋划、靠前服务、及时跟踪等措施，
线上线下结合，用心做好服务保障，
稳步推进项目工作有序开展。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乐都区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7.11亿元，
规上企业复工率达到 92.3%。装备
制造业实现产值 3 亿元，同比增长
114.4%。续建项目 6 项，完成投资
0.49亿元……

一组崭新的数据，频频刷新历年
的同期，见证着乐都区产业项目建设
的速度与激情。

9月3日，万众瞩目的乐都唐道·
618 盛大开街。这是乐都区开展文
旅消费系列活动 ，加强消费营销的

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乐都区共接
待 游 客 225.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2.2%，实现旅游总收入4.34亿元，同
比增长27.6%。

乐都区利用节假日，组织区内外
商贸企业、个体参加促销打折活动，
充分发挥线上引流的功能，吸引线上
消费，实现了以节会带人气、以节会
促消费的目标。

上半年，乐都区共计投入促消费
资金 13.46 万元，带动消费 739.9 万
元，并积极组织 140 家（次）企业，开
展下乡促销等活动，实现销售额
205.7万元。实现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7.4亿元，同比增长 10%；实现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 4.86 亿元，同比增长
9.1%；实现餐饮收入 1.52亿元，同比
增长 10.9%，实现商品零售额 10.74
亿元，同比增长9.7%。

全力以赴
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初秋时节，行走在彩陶故里，处
处涌动着开放、开发、创业、兴业的滚
滚热潮，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
能。

在各项目建设现场，只见塔吊处
处林立、机器轰鸣，工程车来回穿梭，
施工人员忙碌作业……一幅幅催人奋
进的场景、一个个快速推进的项目，奏
唱出一曲曲昂扬向上的铿锵旋律。

发展经济，项目建设始终是关
键。上半年，乐都区续建项目80项，
复工 77项，复工率达 96%；86项新建
项目，开工 45项，开工率达 52%。积

极推进 2022年乐都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引胜沟防洪工程（三期）、洪
水镇双二村至蒲台乡头庄公路工程、
凤山中学二期、高店镇卫生院迁建项
目等在建项目复工复产，实现了投资
力度不减弱、项目建设不断档、项目
平稳有序实施，完成了更多的实物工
作量。持续推进水磨湾村至峰堆乡
公路工程、海东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乐都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黄河流
域支流区乐都区节水改造提升工程
等新建项目建设进度。

一个好项目的落户，不仅能给乐
都这座城市带来真金白银，更能撬动
一整条产业链的升级。

乐都区全力以赴促投资、稳增
长，严格目标管理，各项政策措施落
地落实，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固定资
产投资保持平稳，并结合省市出台的
相关文件政策，制定印发《海东市乐
都区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方案》《海东
市乐都区项目清单式管理机制》。

在统筹推进城乡建设方面，乐都
区实施项目 10 项，总投资 3.11 亿
元。开工建设了乐都区 2023年老旧
小区改造建设项目、黄河流域支流区
乐都区节水改造提升工程等，上半年
完成投资 1.0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
进一步改善，实施项目18项，总投资
2.81 亿元，总建设里程 319.16 公里。
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加强，实施项目 4
项，总投资4.13亿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竞
争力，更是驱动力。把企业家当“自
家人”，把企业的事当“自家事”，乐都

区以最大的诚意感动客商，以最优的
环境留住客商。

结合《青海省全面开展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乐都区全
方位改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着力
提升服务便民化。印发《乐都区助企
暖企实施方案》，拿出硬核举措，面对
面、实打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进一
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市场主体
活力。

积流成渊，蛟龙生焉。乐都区的
产业发展如春潮涌动，勾勒出气象万
千的新图景。

民生答卷
绘就幸福底色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从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到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业有所扶……
一直以来，乐都区以民心民声为导
向、以民意民盼为引领，全方位谋划
民生工作和社会事业发展，切实把解
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摆在突出位置。

今年上半年，乐都区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 1416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人数 535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人数 18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3.5%以内，零就业家庭援助率达
到 100%；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4
万人……

一项项民生工程，一件件民生实
事，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直抵心扉的
民生温度，不断刷新着人民群众心中
的幸福指数。 （下转02版）

一份亮眼的答卷
——乐都区上半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讯（记者 祁树江 通讯员 李
虎）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今年以来，海东市金融机构多措并举，
齐心发力，推动全市民营企业融资持
续增量、扩面、降价，全力促进民营企
业做大做优做强，为民营经济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

今年以来，海东市金融工作办公
室积极引导全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授
信、尽职免责相关制度，将民营企业贷
款、户数增量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增
加考核权重，营造会贷、能贷、敢贷、愿
贷的良好授信氛围。持续引导金融机
构完善基于主体信用的风险定价机
制，引导机构综合考虑利差、风险、担
保方式等因素科学定价，有效降低民
营企业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全市民
营企业贷款余额 192.25亿元，占全市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31.2%，较年初增
长10.5%；有贷款余额的民营企业户数
为11.82万户，较年初增长4.9%。

同时，积极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
持续强化信用贷款服务，立足第一还
款来源，逐步提升信用贷款比重。截
至目前，全市民营企业信用贷款达
102.63 亿元，占全部民营企业贷款的
53.4%，较年初增长19.4%，并搭建政金
企融资服务平台，分领域多层次开展
了 7 次政金企融资对接活动，逾百家
企业参加了融资对接活动，其中民营
企业占比达 90%，达成融资意向 42.51

亿 元 ，其 中 民 营 企 业 融 资 意 向 占
71.8%。鼓励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资本
市场等方式多渠道融资，目前我市在
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50家，年内
新增5家，民营企业占比达100%，年内
新增融资400万元。

为持续提高民营企业融资便利
性，市金融办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
极拓展企业授信渠道，建设银行推出

“云电贷”，通过客户电费缴纳额度确
定授信总额；中国银行自行开发系统
借助“青信融”平台实现“一网通办”，
为民营企业提供高效快捷的纯线上融
资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信贷
产品，针对科创型企业重科技轻资产、
知识产权变现难的特点，推出“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科创贷”“专精特新贷”
等科技金融专属产品；针对企业融资
需求灵活，资金周转周期长等特点，推
出“循环贷”，灵活满足企业融资需求。

在满足民营企业个性化金融需求
方面，市金融办立足海东市作为全省

“菜篮子”的定位，以品牌化助力海东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鼓励
支持金融机构通过“一县一品”打造县
域特色品牌，以“乐都紫皮大蒜”“互助
八眉猪”“循化线辣椒”“黄河循鳟”等
县域品牌为抓手，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和保险保障；通过“一行一品”打造了
如“乐都紫皮大蒜贷”“绿色+两椒特
色贷”“绿色+有机畜牧贷”等一系列
行业专精品牌。

□本报评论员 金显花
“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人

放烟花爆竹。乔迁、结婚、白事、升学、
满月周岁要放，买个新车也要放……
有凌晨放的、半夜放的、中午放的，还
有爆竹就在我家窗户边爆炸的……家
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中午和晚上好不
容易睡着，一阵爆竹声直接惊醒！”近
日，市民李先生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
称：在城市城区乱放烟花爆竹，对居民
生活质量、居住安全、城市形象、生态
环境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希望有关部
门能进行整治。

噪音扰民、污染环境、影响市容、
引发火灾事故……近年来，燃放烟花
爆竹这个习俗，正遭受越来越多市民
的质疑。针对群众的呼声，在我国许
多城市都已出台相关规定或者条例，
对于违反禁止燃放的情形及处罚也规
定得很明确。按照规定，除了春节、政
府批准的重大活动外，其余时间均为

“禁燃期”。但在平时，我们还是经常
可以看到，每当有商店开业、百姓婚丧
嫁娶或是乔迁新居时，烟花爆竹照样
会炸得乌烟瘴气。

实事求是来讲，烟花爆竹被禁止
燃放，是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的。一方
面短期集中燃放烟花爆竹，会释放大
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有
害物质，没有燃尽的火药及剩余的灰
尘也会造成可吸入颗粒物污染，导致
大气中的有害物质尤其是PM2.5浓度
大幅度上升。这些气体和烟尘弥漫于
空气中，造成空气浑浊，极易引起雾霾
天气。如果人们长时间呼吸这种被污
染的空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伤害肺
组织，引起或诱发气管炎、肺炎、肺气
肿等疾病，尤其对患有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的病人、老年人及少年儿童影响
更大。另一方面，现代城市，高楼大厦
鳞次栉比，居住人口密度大，其空间已
不适宜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燃放

后，除了增加火灾隐患外，最让人揪心
的是好奇心重、安全意识差的孩子或
是低龄儿童，是最容易因燃放烟花爆
竹受伤的群体。另外，还有很大一部
分人认为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习俗，但不妨仔细想想，现在的烟
花爆竹威力远非过去所能比，不论是
射程还是杀伤力都很强，这就使得这
种习俗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如今，在海东，也有越来越多的市
民身体力行支持“禁燃禁放”，这也反
映出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在社会上不断
积累共识，全市各级政府部门和立法
机关应当顺应这种舆情和民意，引导
和培养关于限放、禁放问题的公共理
性，最终成为科学的公共政策和立法
行为。与此同时，改善空气质量、维护
公共安全、保障人民健康，从来不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既要靠刚性的法律规
定，更要靠严格的制度执行。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下定决心、强化措施，扎实
做好城区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工作。要
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配合，完善联
动机制，夯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
任，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
力。另外，还要通过不定期发放传单、
悬挂条幅、开展宣讲、网络宣传等多种
手段，宣讲禁燃禁放相关规定及重要
意义，提示广大居民要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支持烟花爆竹禁燃工作。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禁燃烟花爆
竹”应成为全民共识。作为市民，每个
人应从自身做起，不购买、不燃放烟花
爆竹，既要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环保理
念，又要积极劝导他人不燃放烟花爆
竹，将燃放烟花爆竹的传统让位于文明
与健康，维护文明、低碳的社会新风尚。

“禁燃烟花爆竹”应成为全民共识

海东全方位
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记者 高
蕾）民政部近日印发指导意见，对加
强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工
作作出部署。意见要求，对暂不符合
政府救助条件或政府救助后生活仍
有困难的群众，各地民政部门可积极
寻找公益慈善资源，争取慈善帮扶。
对于民政部门转介对象，慈善组织可
简化程序，及时予以帮扶。

意见要求，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
帮扶信息互通共享。建立健全民政
部门与慈善组织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机制。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等业务信息系统，汇集困难群
众救助帮扶需求等相关信息。鼓励
各地结合实际建立信息对接服务平
台，实现信息共享。充分发挥民政服
务站（原社工站）等作用，为公益慈善
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动员引导慈善组织依据
章程、业务范围和自身专长优势，针对
困难群众实际需求设立慈善项目，聚焦
低收入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
未成年人、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特殊困

难人员，在加强物质帮扶同时，有针对
性地开展服务类救助帮扶。大力发展
互联网慈善，不断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意见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
过多种方式支持社会救助领域慈善组
织的启动成立和初期运行，按规定落
实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和政府购买服
务相关政策措施。通过中华慈善奖评
选表彰、社会救助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评选等方式，对贡献突出的慈善组
织和慈善项目给予激励褒扬，并在等
级评估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支持。

民政部印发指导意见

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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