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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国考笔试昨日开考

报名人数首破300万

□本报记者 赵新秋 摄影报道
十一月的河湟谷地，随着气温的

下降，南北山山巅积雪覆盖，海东水
利建设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

11 月 21 日，记者在海东市水务
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位于乐都
区高店镇上水磨沟村的杨家水库，亲
身感受水利建设的磅礴气势。

驱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只见
工程车进进出出，现场一派火热繁忙
的施工场景。

杨家水库是一座以供水、灌溉为
主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水库总库容为
1617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可保证
乐都区 44.4万人的生活用水、149.46
公顷的农业示范园区灌溉以及核心
园区的牲畜和工业用水，年总供水量
达2701万立方米。

沿着村道一路前行，车辆在村尾
处被一辆混凝土搅拌车拦停。再往
前走，就是杨家水库的施工现场。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大坝主
体工程已全部完成，大坝附属建筑导
流洞、放空洞、溢洪道、复建公路及管
理房等建筑均已完工，计划 2024年 5
月前完成蓄水验收工作并下闸蓄水。

紧邻管槽的山路上，吊车伸出机

械臂吊装混凝土送到工人手中，几名
工人正在争分夺秒、埋头苦干。由于
该工程点多、线长、面广，部分施工地
段地势陡峭、地质复杂、山路崎岖，给
施工带来了不少困难。

今年52岁的李积林是高店镇上杨
家村的村民，他告诉记者，他家有15亩
耕地。从2017年起，他就在杨家水库
工程的施工现场干活，眼看着杨家水
库一天天成型，他感到无比自豪。“建立
水库之前这里都是靠天吃饭的山旱
地，一亩地最多能产150公斤菜籽。如
今水管、水窖都修到地头上了，听说明
年就能通水了，山旱地成为水浇地后
肯定能有个好收成。”李积林激动地说。

水利项目建设与群众的生产生
活密不可分，是一项责任重大、不可
有丝毫懈怠的工作。

治水利民，兴水惠民。从“有水
喝”到“喝好水”，再到喝上“安全水”

“放心水”和“健康水”，海东市水务部
门全心全意、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既
滋润了百姓生活，又温暖了民心。

在平安区三合镇瓦窑台村，正准
备做早饭的村民石林花轻轻拧开水
龙头，清澈的自来水便源源不断地从
水管流出。自瓦窑台村供水保障工

程实施以来，家里做饭、洗衣、洗澡都
能用上干净、方便的自来水，石林花
高兴地说：“这都得益于农村供水保
障工程建设，让大家吃上了安全卫生
的自来水。”

今年3月30日，瓦窑台村供水保
障工程正式开工。“项目新建廊道 1
座，净化水厂 1座，铺设管道，安装各
类闸阀井、水表。今年 8 月 20 日完
工，已完成验收，目前运行状况良
好。”海东市水务局副局长安华告诉
记者，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清
洁、放心的饮用水，是水务人的职责。

瓦窑台村供水保障工程的实施
不仅提高了 398户村民、4236头（只）
大小牲畜的饮水质量，保障了生活生
产用水安全。并且该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吸纳当地务工人员26人，总计发
放工资 20.21 万元，让当地群众在家
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

小小水龙头，一头系着民生，一头
连着民心。近年来，海东市水务部门
不断加快补齐农村供水工程短板，确
保入户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
水保证率四项评价指标全部达标，着
手建立“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的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护体系，农

村群众饮用水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今年以来，乐都区杨家水库、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满坪水库、互助土
族自治县柏木峡水库，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夕昌水库 4 大水源工程开工建
设，完成投资6261万元。

海东城乡供水安全与保障工程
等 3个子项目正在建设，湟水河河湟
新区段北岸防洪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正在招标。

推进实施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
护项目6项，落实资金735万元，受益
人口9.4万人，目前已全部完工。

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31项，完
成投资 1.4 亿元，受益人口 49.26 万
人；加快推进平安区法台水库等 6座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全面消除病
险隐患，落实资金 7639万元，完成投
资3218万元。

……
这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项目，无

不在诉说供水工作的重要性。
身处海东，奔流不息的河川、湿

地公园内高飞的水鸟，都在畅谈着高
原之城秀水连天的美好未来，书写着
每一位水务工作者不断筑牢城市水
源安全发展的“水文章”。

兴水惠民润沃土
——“重点项目提速跑 奋力冲刺四季度”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自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东市委统
战部紧紧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把高质量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作为主题教
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之一，准确把握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切入点、关键
点和发力点，在全市推动打造“石榴
籽”工作品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
作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党建”深
度融合发展，海东市创新开展了“十
佳党建品牌”评选活动，打造并实施
了“一清两红三引领”党员教育基地，
广泛开展“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

“四个与共”“五个认同”宣传教育，不
断汇聚建设“五个新海东”强大的价
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
力。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政治、
法治、自治、智治、德治“五治”融合。
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平台建设、法治小
喇叭建设、雪亮工程建设，切实将基
层治理触角延伸到末端，有效提升乡
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各族
群众办事更省心、就业更放心、发展
更顺心、生活更安心。

全市投入资金 600 余万元，打造
社区“石榴籽家园”24个，充分发挥服
务阵地作用，在医疗、住房、养老、教
育、就业创业、科技文化等方面提供
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构建了各民族
相互嵌入、团结共融的社会结构和社
区环境，积淀了邻里守望、民风淳朴
的区域内涵。依托各县区、乡镇、街
道的小区广场、走廊、花园等公共场
地，投入资金 530 余万元打造“石榴
籽”文化长廊34个、投入资金210余万
元打造“石榴籽”主题公园 10 个。结

合党建、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等工作，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党和国家民
族团结政策、民族理论和民族文化，
让全市各族群众了解中华民族的悠
久文化历史和民族团结进步知识，营
造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浓厚氛围，从而达到民族团
结教育润物无声的效果。

为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
各族群众心田，全市组建“石榴籽宣
讲团”60 个，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形
式多样的示范宣讲，引导各族干部群
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现全覆
盖。今年以来，全市“石榴籽宣讲团”
共开展宣讲活动 420 余次。同时，组
建“石榴籽电影放映队”66个，在全市
开展“石榴籽电影放映队进千村”活
动，让农村边远山区的各族群众在看
到优秀的民族团结进步影片的同时，
接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一步激发各族
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
组建“石榴籽志愿服务队”50 个，各

“石榴籽志愿服务队”以政策宣传、困
难帮扶、公共文明引导为主要服务宗
旨，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
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促进了各民族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组
建“石榴籽文艺演出队”59个，在全市
开展了“同心海东·石榴花开”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基层文艺巡演
活动，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
人民心灵深处。截至目前，全市“石
榴籽文艺演出队”为各乡镇、村、社区
共演出 290 余场，真切地让各民族群
众感受到了党的好政策、听到了党的
好声音。

我市匠心打造
“石榴籽”品牌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黄河
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
汇百川、纳千流，黄河在神州大地奔腾
5400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
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踏
遍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目光所及、驻
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来的深谋远
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

激荡起更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大河之治——“中华民族治
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 年 9 月 17 日，河南郑州，黄
河博物馆“千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
习近平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
纵横25万平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

如厉鞭抽向大地，给百姓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

命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

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
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
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
一部治国史。”思接千载，总书记深刻
思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下转05版）

习近平的黄河情怀

□本报记者 赵新秋
“今年海东市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有了‘新玩法’，参加全民义务植树人
员可以用手机扫描‘义务植树二维
码’登录全民义务植树网，实行线上
报名、线下尽责，由此可以获得由海
东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全民
义务植树尽责证书。”海东市林业和
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向前来参加义务
植树的群众介绍道。

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秋季义务植树活动开展
以来，海东市林业和草原局积极动员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义务植树已成为
海东市全体市民的自觉行动。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义务植树 680 余万
株，参加人数达 119 万余人次。“码上
尽责”正在成为海东市全民义务植树
新常态，今年累计发放全民义务植树
电子证书1.2万份。

今年的全市各县区、乡镇的秋季
义务植树现场人头攒动，“播绿人”扶
苗、培土、踩实、浇水，一丝不苟完成

每一道工序，精心栽种一棵棵苗木。
数小时后，植绿现场，连排成行的苗
木迎风挺立，为生态海东增添了一抹
新绿。

“种完树在工作人员那里用手机
扫一扫‘义务植树尽责证书’的二维
码，就会获得电子版的‘全民义务植
树尽责证书’和‘国土绿化荣誉证
书’，种树时的辛苦都抛之脑后了，心
中满满都是自豪感。”前来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的群众看着证书兴奋地说。

青山为笔绘金山，绿水为墨谱新
篇。市林业和草原局将坚持以方便公
众参与义务植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丰富尽责形式，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服
务能力。依托“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按照‘方便群众、重在参与、
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原则，不断丰
富、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大力推进
乡村级计划义务植树基地建设。保护
好现有森林、草原和沙生植被，特别加
大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低质低效林
提质增效，建立固沙治沙用沙示范点，
构筑海东固沙阻沙生态屏障。

我市累计发放
全民义务植树电子证书1.2万份

杨家水库杨家水库

本报讯（特约记者 李欣）11 月 25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晓军在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乐都区、平安区
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守住安
全生产底线，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

在民和天利硅业有限责任公司、青
海西部水电有限公司、海鸿国际商贸综
合体，吴晓军走进车间、厂房、商场，详
细了解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消防安
全、污染防治、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
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
产责任，严格安全规范流程，加强安全
教育培训，抓好日常隐患排查化解，坚
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开展消
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
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火灾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要
严格落实企业环保责任，严格源头管
控，加强废水、废气、废渣等科学治理，
推动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能力。

来到乐都区洪水镇高原绿色蔬菜
育苗基地、乐都区高店镇，吴晓军调研

了解种业繁育、果蔬生产、产业融合及
高原美丽城镇建设等情况。在平安区
古城回族乡石碑村牦牛产业园、石碑村
莲花山冰雪大世界，吴晓军实地察看乡
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
等情况。强调，要以科技赋能农业现代
化发展，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强化农牧
业科技创新和装备支撑，加大人才技术
和经营模式引进，推进规模化示范种
植，打响高原冷凉蔬菜品牌，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要立足资源禀赋，做
优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乡村产业新
业态，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努力走出一
条产业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要强化村
庄规划引领，立足乡土特征、地域特点

提升村庄风貌，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

调研期间，吴晓军前往民和县社会
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调研平安建设“十
个一”工作开展和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服
务情况，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并接待了
信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共同研
究解决方案。他说，信访工作是“送上
门”的群众工作，要坚决扛起为民解难、
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践行

“枫桥经验”，厚植为民情怀，依法依规
依政策妥善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用心用
情用力把老百姓的事办实办好。

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热苏力
汗一同调研。

吴晓军在海东市民和县、乐都区、平安区调研时强调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