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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岩子
“家长您好，刚发生地震，我们正在

疏散学生，请您尽快来校接学生回家。”
“老师，我这会没时间来接，您就让

孩子自己走回家。”
2023年 12月 19日零点 46分，有着

30年党龄的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中川乡金田村监委会主任杨寿元与
中川乡中心学校的孩子班主任急促对
话后，便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也许有人说，地震了都不去接孩子
回家，这爸爸做得有点狠。殊不知，此
时的这位土族汉子正在全身心地投入
到比接孩子回家更紧迫的救援当中。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致使民和县中川乡金田
村、草滩村突发砂涌。在这人命关天的
紧急关头，金田村监委会主任杨寿元毫
不犹豫选择了抗震救灾，把“冷漠”留给
了自己的孩子。

杨寿元一家有 5口人，妻子去了在
西宁上班的女儿家，儿子在中川乡中心
学校就读，只有他一人在家“留守”。

18 日晚上 11 时 50 分左右，没有睡
意的杨寿元还躺在土炕上刷手机打发
着时间，突然感觉土炕、房子在剧烈抖
动，他下意识地迅速跑出大门，外面一
片漆黑。

“主任，刚刚地震了，你赶紧打电话
询问杨家社里有没有被困和受伤群众，
我到下马家社去看看。”杨寿元还未从

地震的惊恐中缓过神来，村党支部书记
杨德录已经打来电话安排任务。

然而，此时大量的砂涌泥浆已经汹
涌而至，阻断了救援之路，涌进了村民
庭院。村干部和前来施救的村民们急
得团团转，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时间在
一分一秒地过去，被困在砂涌中的乡亲
生命危在旦夕。

焦急的等待之中，伴随着一阵阵急
促的警笛声，一波波消防救援力量匆匆
而至。经过现场了解和勘测，砂涌泥浆
稀软，根本无处落脚，救援难度远远超
出消防救援指战员们的想象。

“快，赶紧找木板，搭建救援通道。”
夜色中，消防救援指战员大声呼叫。

黑天半夜哪里去找木板？杨寿元
第一时间想到了搞小工程的村民杨忠
伟，他一边和大伙儿迅速到杨忠伟家搬
运木板，一边在村民群里接连呼叫“谁
家还有木板子？赶紧说一下，人命关
天，情况危急！”

“我家还有些板子，大家跟我去
拿。”听着杨寿元的呼叫，惊魂未定的杨
忠明大声回应。

“板子还不够，谁家还有木板？”杨
寿元继续群里喊叫。

“阿吾，我家有一些，但我这会还在
县上，你赶紧带人把库房门锁撬开了拿
上，我后面赶过来。”村民杨得山迅速回
应。

此时的杨寿元顾不上腰疼，和大伙

儿一起急步往返在搬运木板的路上。
杨寿元的腰疼已有些年头，他在西

藏服役期间受过伤，当时看起来并无大
碍，以至于疏于根治，最终落下个腰椎
病。

如果是平常，杨寿元会顾虑自己的
腰椎病而不会去搬运五六十斤的木
板。但在震后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更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杨寿元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患有腰
椎病，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要在最短
的时间内铺通‘救援通道’，救出被困乡
亲。”

那一夜，在村党支部书记杨德录的
带领下，杨寿元和其他村“两委”班子
成员、村民们一样，忘记了冰凉刺骨的
冷，忘记了腰酸腿疼的累，忘记了彻夜
未眠的困，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

直到次日清晨，杨寿元才感觉到腰
腿疼得厉害，走路的步态开始有点不
稳。

地震首日的彻夜未眠，仅仅是金田
村抗震救灾的一个开始，还有好多的事
情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松劲。

看着一批批投入现场的救援力量，
听着一台台救援机械的轰鸣声，杨寿元

的劲头更足了。他在疼痛处贴了几片
膏药，吃了几片止疼药后，又投入到了
搭建救灾帐篷、安置受灾群众、发放救
灾物资的紧张工作中。

12月 25日，是抗震救灾的第七日，
记者在救援现场见到了杨寿元，经过几
天的昼夜奔波，他的脸色显得有些疲
惫，但眼神里依然充满干劲。他手里拿
着手机，时不时打开看一下，担心误了
紧急信息。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没有不冲锋
在前的理由，因为我是金田村的村干
部，也是共产党员，更是退役军人！”回
想过去七天的经历，杨寿元说。

话音刚落，杨寿元的手机铃响了，
他看了下微信信息，立刻转身向受灾群
众安置点的方向走去……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旗在飘
扬；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在
奋战。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地震和砂涌
灾害中，身居最基层的金田村党支部和
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形成一盘棋，力量
拧成一股绳，舍小家顾大家，昼夜奋战
在抗震救灾前沿，用实际行动坚守了初
心使命、展现了责任、擦亮了胸前党徽
的底色。

“我是退役军人更是共产党员”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赵国
军）2023年，海东市紧紧围绕“学思想、强
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坚持以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把稳就业作为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举措，聚焦高校
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和农民工欠薪难题，加大
政策支持、服务保障、困难帮扶、权益维
护，全市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坚持
多点发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制定
出台了《海东市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的实施意见》，举办“春风行动暨
就业援助月活动”“民营企业服务月专
场招聘会”“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
业生春季专场”“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182场次，提
供就业岗位9.5万余个。加大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力度，通过“1131”服务方式
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毕业生总
体就业率达 90%。强化企业用工服务
保障，向市内 14 家新开工及重点企业
输送 1548 人，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帮
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08 人。落实
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发放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公益性岗位补
贴等就业补助资金8600余万元。强化
就业援助服务，帮助 3600 多名失业人
员和1100多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
业。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输送枸
杞 采 摘 工 2378 人 ，实 现 劳 务 收 入
1426.8万元，人均劳务收入近6000元。

同时，积极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扩岗补助、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费率等稳市场稳就业政策，为 4108
户企业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
2535 万元，为 1218 户企业发放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资金593万元，稳定就业岗
位 20 多万个，助力企业发展。按时足
额发放各类人员社保待遇，保障困难
群体基本生活，为 2700 多人发放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和失业补助金 7000 多
万元。会同邮政管理部门推进“快递
小哥”优先参加工伤保险，打通“快递
小哥”参加工伤保险“最后一公里”，全
市“快递小哥”工伤保险参保率达99%，
为快递企业撑起保险“保护伞”。办理
全省首起“快递小哥”工亡事故，支付
工伤保险 90 余万元，促进全市快递业
持续健康发展。

市人社部门始终坚持欠薪源头治
理，制定出台《海东市在建工程项目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标准化管理指导手
册》，强化对在建项目规范化、标准化管
理，积极打造18个标准化项目工地，推
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水平全面
提升。对335家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和
劳资专管员进行培训，进一步规范企业
用工行为和项目施工台账，从源头防止
劳资纠纷和拖欠工资风险隐患。完善
海东市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建设，
解决企业用工信息不透明、计薪结算不
准确、维权证据缺失等治理难题。设立
海东市劳动维权服务站，为办事群众提
供“法律法规宣传、政策咨询、调解仲
裁、劳动监察、劳动能力鉴定、工伤认
定、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扩宽农民
工维权和申请法律援助渠道。

我市发放各类就业
补助资金86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徐
源）2023年12月31日，在12·18积石山
6.2 级地震民和中川救援工作完成之
际，受青海省领导委派，省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敬斋赴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看望慰问
安能集团、中交股份公司等单位救援
一线职工及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人
员，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送去慰问
金250万元。

王敬斋说，地震灾害发生以来，在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
的统一部署下，广大一线救援人员闻
令而动，向险而行，昼夜奋战在抗震救
灾一线，克服低温及复杂地质影响，密
集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排淤清
障、安置重建等工作，发挥了工人阶级
主力军作用，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广大职工纷
纷表示，感谢省委省政府对工人阶级
的关心关爱，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充分
发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
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敬斋强调，全省各级工会组织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落实政治责任，在省委省政府和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坚强领导下，发挥工
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立足职工
所需所盼，将工会参与抗震救灾和恢
复重建“十项举措”落到实处，为助力
重建家园贡献工会力量。

□本报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2023年 12月 31日凌晨 1时 16分，

积石山6.2级地震中最后2名失联人员
被找到，这也意味着现场救援工作已
经结束。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金田村，看到
消防指战员们正在拿着铁锹、扫帚清
扫着路面上的泥巴。

“这条路是通往灾区的路，连日
来，来往的车辆都是清理淤泥的渣土
车，会有泥巴甩出来，影响群众的出
行，我们把路面扫一扫，尽可能地为群
众多做点事情，让他们早点恢复正常
生活。”现场一位消防指战员告诉记
者，在完成救援任务后，他们协调了推
土机等大型设备，将救援现场进行了
前期处理后，再将泥土打扫干净，尽快

让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临近中午，几辆车缓缓开进了消

防指战员们驻扎的区域。
“我来看看你和你的战友们，这些

天辛苦了。”青海机动队伍的预备消防
指战员雷登宏的哥哥带着物资来到了
他所在队伍的宿营地。地震发生后，
雷登宏在12月19日凌晨3点到达了中
川乡救援现场，而就在同一时间，哥哥
雷登丞也作为中国蓝天救援队现场救
援指挥部总指挥到达了官亭镇。虽然
分工不同，但两兄弟都在抗震救灾的
一线共同开展救援工作。

“他在前方救援，我在后方装卸物
资，在得知弟弟在这里后，我和几个同
事带着慰问品来看看他们，向一线的
工作人员表达敬意。”雷登丞说，这也
是十几天以来兄弟俩第一次见面。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韩晶）
2023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税务
局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纳税人缴费人“急
难愁盼”的问题，充分发挥“税费管家”集
成税务部门优势服务资源特点，扎实推
进办实事解民忧，取得了良好成效。

“云端退税为我们节省了时间精
力，退税非常及时、涉税体验很好。”四
川汇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办税员说道。

四川汇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从事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的跨区域涉
税企业。在预缴申报时，将本该按县城
镇5%预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市区7%
预缴，涉及退税事项办理，因项目地无
办税人员，无法正常办理业务。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税务局“税费管家”专家团
队成员多杰东智及时响应纳税人诉求，
了解纳税人跨区域涉税事项退税处理
难题，通过QQ云端远程帮办形式及时
帮助纳税人填写录入省外银行信息及
存款账户银行账号等资料，视频辅导纳

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发起退税流程，成
功将多缴税款退还至纳税人。

以上只是海东市税务局“云端服
务”办实事解民忧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海东市税务局持续完善“税费管家”
线上业务“问办结合”、疑难问题“直联
快达”的“问办查评送”一体化税费服务
新模式。梳理分析高频涉税事项、意见
建议投诉焦点、税收管理风险事项等内
容，建立管家工作台账，对已纳入税费
管家服务范围的纳税人，通过税企互动
群、微信等渠道发放“税费管家联系
卡”，利用税收大数据依托电子税务局
管理系统，以“一人扎口受理——专家
团队后台支撑解决”的方式形成问题收
集、研究解决、及时反馈的工作闭环模
式，切实提升税费政策落实、业务办理
和诉求响应等服务能力。截至目前，

“税费管家”共处理问题 14787条，其中
税费业务办理 4685 条、税费政策落实
8375 条、税费诉求响应 1727 条。纳税

人缴费人通过“呼叫我的税费管家”模
块主动咨询761条，办结率达到99.5%。

同时，在4个县区设立“乡村振兴税
费政策服务站”，为广大纳税人缴费人
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全面推广“乡村振
兴税费管家”服务。分类梳理涉农助农
政策，制作 100余份涉及支持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激
发乡村创业就业活力等多方面的《支持
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汇编手
册》，增强村集体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制发 500余份《个
体工商户季报申报指引》，围绕个体工
商户关心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六税两费”“阶段性社保缓缴”等税
费政策，通过实地走访、税企微信群等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
传，确保纳税人知流程、会申报、懂政
策。搭建多方合作平台，运用税费大数
据进行全面筛查，对未享受优惠政策的
纳税人进行核实提醒，确保涉农企业应

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
海东市税务局建立多部门联动机

制，为电话咨询、视频互联升级赋能，努
力构建共建、共用、共办、共治的政务综
合治理共同体。选拔政治站位高、业务
能力强、服务意识优的干部组建调解

“专家团队”，针对简单涉税诉求，由税
费管家等即时解答办理，实现“一口收
办”“即诉即办”。针对难以办理、需要
多层级解决的难题，通过“市局联点领
导＋县局主要领导＋税费管家”三级联
调机制，上下联动“会诊”，做到合力解
堵点、聚力破难题。针对涉及多个部
门、问题环环相扣的事项，升级“税务+”
合作模式，通过与住建、房管、医保等签
订合作备忘录，与司法局、公安局、行业
协会等组建外部专家团队，合力推动疑
难化解，推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注
重实效、共同发展”融合模式，推进涉税
费事件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
条解决，截至目前解决率达到100％。

税务“云端服务”以小切口解民忧

省总工会领导
看望慰问民和中川救援一线人员

抗震一线的俩兄弟

□本报记者 赵新秋 陶成录 摄影报道
元旦的清晨，暖阳照在大地，玛尼

山披上金色“外衣”，新年的首次“日照
金山”仿佛驱散了寒冷和阴霾。阳光
下，新的希望和憧憬正在“生长”着。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一社的受
灾群众安置点的烟囱里飘出缕缕炊
烟。环卫工人们正在打扫卫生，村民们
有的正接水洗漱，有的正准备做早饭，
整个安置点整洁有序。

走进村民祁芝兰家的临时板房，干
净整洁的板房内米、面、牛奶等物资一
应俱全，刚打扫完卫生的祁芝兰正准备
做早饭，祁芝兰告诉记者，虽然暂时住
在板房里，但是新年新气象，相信一切
都会越来越好。

在49号板房里，喇家村一社村民李
金福一家五口开始起床烧水洗漱，开启
了新的一天。

“欢迎参观我们的新家。”李金福
热情地邀请记者来到他的家里。板房
里五张单人床，全部铺上了厚实的被
褥。每张床还配了电热毯和毛毯。房
间的一角，整齐地码放着政府配发的
生活物资，另外一边则是水桶、洗脸
盆、烧水壶等生活用品。房间里还有
一台火炉，李金福一边往火炉里添加
煤炭一边告诉记者：“房间里暖和得
很，已经体验一周了，一点儿也不
冷。”

“我们家人少，板房里宽敞着哩。”
走进村民李进如家，一阵暖意扑面而
来。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一旁的袋子
里放着满满的优质大煤。“快坐快坐，我
烧些开水，你们喝上一口热乎的。”话语
间他便开始忙活起来了。

“煤够烧不？”记者向李进如问道。
“够烧够烧，政府定时给我们送着

呢，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李进如回答
道。

另一边的板房内，村民喇云芝和姐
姐一副大厨模样，将肉、蘑菇、辣椒整齐
地放在菜板上，嘴里哼唱着歌曲《春风

十里报新年》。
一旁的母亲将热好的馒头放在盘

中，煮上了奶茶，父亲拿着桶出去接水，
全家人在“新家”里度过的第一个元旦，
热闹又暖心。

“家虽是临时家，但年是新一年，不
能凑合！”喇云芝说，新的一年，一家人
也会过好每一天，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
关心和关爱，希望早日重建家园。

“开饭喽！”随着饭菜全部上桌，板
房里顿时其乐融融。“新年吉祥！大家
过个新年，开春重建更有劲！”一家之主
喇国福以茶代酒祝福道。

“老爸说得对，安心过元旦，振奋精
神，重建家园。”接过话茬，喇云芝和姐

姐信心满满地回敬父母，“国家在管，个
人努力，不等不靠，最重要的是你俩要
保重身体！”一家人围坐共餐。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呀，我今天过
来再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给你们说一
遍，你们使用明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
全。”在喇家村安置点的板房里，消防安
全负责人邹海潮再三叮嘱道。

连日来，邹海潮和战友入户宣讲的
频次越来越高。除了宣讲，还要开展24
小时不间断巡逻，杜绝一切火灾隐患。

新年清晨，喇家村安置点的医疗保
障人员挨个走访板房内的村民。据了
解，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派出35名医护
人员分布在15个安置点，负责安置点群

众的慢性病、常见病的诊疗和监测，重
大疾病随访，以及心理疏导。

……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在这个元旦

假期，他们无私奉献，坚守岗位，守护着
灾区群众，他们用自己的一份初心，一
缕真情换来百姓的十分满意，万家平
安。

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板房可
暖心，人间可并肩，来自党和国家的关
怀、来自各级政府的帮扶、来自社会各
方的救助，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自救互
救，终究会汇聚成一股股修复创伤的暖
流，让受损的生活重燃希望，让灾区的
明天更加美好！

安置点的新年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