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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岩子
新年新气象，新年开新局。近

日，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工业园青海卓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机器轰
鸣，工人忙碌，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开
足马力抓生产的繁忙景象。

始建于 2007 年的民和工业园是
青海省 15个重大产业基地之一，现
有各类生产企业 59家，其中投产企
业 45家、在建 7家、开展前期 3家、
正在转型升级 4家，已形成 100万吨
铝系列产品、50万吨水泥、30万吨
硅系列产品、27.5 万吨镁质材料、
20万吨碳素、3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
等为主导的产业格局。2023 年，民
和工业园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46 亿
元，完成工业产值 151.53 亿元，工
业增加值 24.63亿元，实现销售产值

150.24 亿元，上缴税款 6.72 亿元，
税收比去年增长 84%。固定资产投
资、规上工业产值、税收位居海东
市六县区工业园首位。

市委三届八次全会强调，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再用力，抓好经济运行
分析，确保目标任务落实，着力夯实
产业基础，以自身优势在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抢占新高地、打开新局面。站
在新起点，民和工业园党工委、管委
会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县委
全会精神，聚焦招引龙头企业，高效
推进重点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速产业集聚发展。

招商引资是拉动发展的主引擎，
民和县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
好正在推进的 3个项目，推动西部水
电二期光伏项目落地，同时，充分发
掘各类资源，搭建招商平台，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争取 2024 年再引进企业 10 家以上，
利用未达产的剩余铝水，重点争取再
引进1家5万吨铝型材加工项目。

项目是增量之源、发展之本。
民和县将紧盯项目抓建设，集聚发
展新动能，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
高质量发展。今年，民和工业园谋
划实施各类工业项目 19项，总投资
16.48亿元，力争总投资 7.91亿元的
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一期、年产5
万吨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用坩埚建
设，青海西部水电分布式光伏、年
处理 1600辆报废汽车回收无害化处
理加工、民族服饰加工等5个续建项
目在 2025年上半年投产投运；力争
总投资 5.78亿元的年产 10万吨绿电
高端铝基材料、青海西部水电二期光
伏、年生产和回收 2万吨耐老化高标

准地膜、智能化芽菜榨菜加工和食品
包装用PET、瓶坯、瓶盖包装等5个招
商引资新建项目 2025年下半年陆续
建成投产；争取总投资 2.18 亿元的
420KA 电解槽石墨化磷生铁浇铸技
术改造、环保节能技术升级改造、余
热发电、5家铁合金企业定点浇铸技
术改造等9个技改项目今年年底前全
面建成投用。

同时，民和县工业园党工委会、
管委会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找准党
建与企业经济融合发展的结合点，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园区高质量发展。
接续做实做细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
服务“绿卡”各项服务工作，持续实行
干部“一对一”包联企业、项目机制，
为企业、项目建设提供“保姆式”服
务，以良好营商环境推动重点招商项
目在园区高效落地落实、开花结果。

本报讯（记者 朵玉雪）自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海东市平安区城市管理局立足工
作实际，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法，深入街
区、深入群众调研城市管理短板弱项，解
决群众所急、发展所需问题，用实际行动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平安区城管局结合城区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街区、直面群
众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垃圾分类、城市管
理相关法律法规，面对面解答群众困惑，
实打实让群众体会到政策初衷，全面提升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先后发
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

围绕推动城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优化
营商环境、城市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深入
街区调研10余次、召开现场会2次。特别
是针对干部职工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
不扎实，执法队伍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有
待提升问题，开展“强转树”专项行动和

“岗位大练兵”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

职工服务意识，使城市管理更有温度，城
市管理更加规范。

同时，结合信访问题大起底积案大化
解工作，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开门接访、进门
约访、登门走访、上门回访“四门四访”机
制，坚持树牢人民至上理念，加强矛盾纠纷
源头治理，打通基层信访“堵点”，及时就地
化解矛盾问题。认真解决 12345 热线交
办、群众来电反映的有关流动摊贩、垃圾清
运、城市照明等城市管理方面的热点难点
问题，推动全面优化提升城市管理服务。

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平安
区城管局通过班子成员带队以信访案件
梳理、实地走访调研等方式，扎实开展“百
名城管大走访”“我为城市挑毛病”等城市
管理创新活动，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建言
献策”活动 30 余次，累计走访群众 85 户，
解决市民群众反映突出的如厕难、停车
难、早市秩序乱、城区内涝积水点、居民区
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不高问题5条。

平安交出城市管理“民生答卷”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梅增
香）去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纪
委监委切实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
根本性措施来抓，以更强的政治责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以精准高效监督推
动“清廉互助”建设。

目前，互助县纪委监委开展监督检查
3轮次，督促整改问题 23个，约谈 3人，开
展廉政审查 2192 人次。协助县委制定
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健全完善

“两个责任”落实体系，严格落实述责述廉
制度，12名党委（党组）书记在县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围绕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进行述职，2名党委（党组）书记、2名纪
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在县纪委全会
述责述廉。

以贯通协同为纽带，互助县纪委监委
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和
领导班子监督的15项具体方法举措，将全
县 57名党政机关“一把手”纳入清风家访
对象，形成“一把手”带动“一班人”，“一班
人”监督“一把手”的责任落实体系和监督
格局。开展“派驻监督质效年”活动，发现
并督促整改问题78条，立案10件。

同时，以教育整治为重点，严肃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9件，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 70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1期 3起 3人。制定《关于 6名领导干部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以案促改专项
教育整治分工方案》，县委书记亲自抓、亲
自管、亲自谈，确保专项教育整治责任落
实到位、措施执行有力。持续巩固拓展全
县作风建设成果，运行“海东作风大家评”
平台，参与评议数 1600余条，群众满意率
达99.5%。

互助县纪委监委紧盯农村“三资”、违
规饮酒、民生领域、干部作风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聚焦全省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生态环保图斑整
治等情况，组织联合监督检查，督促整改
问题 37个。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夏秋行动”，查处相
关问题线索 9 件，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2
人。

互助县纪委监委将全县105名纪检监
察干部纳入教育整顿范围，坚持以学促
查、以学促改、边学边改，突出“早、全、
严”，严格对标对表教育整顿工作要求，以
严肃的教育纯洁干部思想，以严格的整顿
纯洁队伍组织。目前，共梳理问题线索16
件，已全部办结。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处
置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1件，组织处理
1人，清理出纪检监察队伍1人。

以精准高效监督
推动“清廉互助”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陶成录 通讯员 白玉
民）2023年以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坚决按照省、
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工作安排部
署，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持续健全完善体
制机制，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提升政务服
务效能，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走深走
实，不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
能。

循化县注重顶层设计，印发循化县助
企暖企实施方案等九个专项行动方案，完
善县级领导包联、政银企对接、助企联络
员服务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以新办法、新举措建立项目跟踪服务和审
批服务机制，确保全要素、全周期为项目
建设提供“一项一策”精准服务。2023年，
共梳理确定帮扶企业 226家、县级包联领
导 179名、助企联络员 166名，入企绑定率
100％，企业对接率100％。

为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循化县全面推行“多证合
一”“证照分离”“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等

改革举措，全链条优化业务流程，积极推
行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有效减并企业开
办环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5 个工作
日。加强电子营业执照推广应用，全面推
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最大限度提高便利
化程度。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持
续净化市场经济秩序。截至目前，全县市
场主体新增 879户，其中通过青海省企业
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新设立市场主体879
户，全程电子化率达到100%。

循化县全面打造“一件事一次办”政务
服务平台，通过集中办公、流程简化、优化
服务，提高群众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审批效
能。政务大厅进驻职能单位 18个、公司 12
家，设有服务窗口 130个，平均每天受理办
结各类事项 1200件左右。积极推行“全程
网办、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工作模式，
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跨省跑、异地跑”问
题。截至目前，重新梳理和优化网上办事
项 769 项、马上办事项 267 项、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51项、跨省通办事项74项等。修订
完善政务服务中心“跨省通办”制度、“跨省
通办、省内通办”协同联动机制等11项。

循化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近日，“青海年·最海东”“古韵河湟·万象海东”欢乐冰雪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三河

湿地公园举办，活动当天，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纷纷前往“打卡”。图为孩子们正在愉

快地堆雪人。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民和开足马力奏响项目建设“奋进曲”

记者在与才让太的交谈中得
知，才让太的老家在循化县尕楞藏
族乡，而在此次地震中，尕楞乡的
部分房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
坏。因为放心不下群众，才让太一
直在安置点上忙碌着，老家房子的
情况也只能打电话问问邻居。

村民华旦尖措告诉记者：“因
为安置点上人员多、管理难，每天
有很多琐碎的问题需要处理，才书
记已经很久没回循化县城的家了，
更别提老家了，我打从心底里佩服
他的敬业。”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灾情面前，有
人奔赴前线，有人温暖后方，而才
让太就是奔赴前线的“急先锋”，每
每说起他的抗震救灾经历，他只是
浅浅地说道：“大灾大难面前，考验
的是党员的党性，检验的是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只有这里的父老乡亲
安心，我才能放心。”

临近傍晚，铁尕楞村的安置点
上又升起了炊烟，村民们开始张罗
着准备大家的晚饭。记者看到，安
置点上蔬菜、肉等食物供应充足，
不仅暖和，还通了水电，设置了党
群服务中心，生活方便了很多。

当记者问起才让太现在最大
的困难是什么，才让太告诉记者，
由于现在村上没有人住，村里的防
火防盗是个大问题。不过，现已成
立了巡逻队，每天晚上去村里巡逻
两个小时，部分村道将安装监控设
备，采取“人防+机防”的模式全方
位守护村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谈及未来，才让太说：“现在各
部门正合力进行受灾群众的房屋
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后，我们就
会根据不同的级别逐步拿出解决
方案。我们有信心战胜困难，争取
早日重建好美好家园。”

夜深了，临时党支部的板房里
亮起温暖的光，才让太却怎么也睡
不踏实，为了让受灾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能够被及时感知、快速
响应、高效办理，他坐起身拿出纸
笔，把想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以
便第二天及时安排落实。

相信阴霾终究会散去，春天会
开满鲜花。被打乱的生活节奏逐
步恢复，看着在寒夜里飘扬的党
旗，安置点上的村民们心里也越来
越踏实了，因为这里有点点滴滴的
温暖，还有可以承载一切的“挺拔
脊梁”。

“有才书记在，我们心里很踏实！”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1月11日，是小寒过后的第七天，从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城出发，沿着重重叠叠、绵延起伏的山脉——大力加山驱车行驶，道帏藏族乡铁尕楞
村就坐落在此山的怀抱中。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道帏乡党委副书记才让太第一时间冲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迅速投入抗震救灾工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积极配合救
援力量开展安置工作，全面做好群众工作，尽快恢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一时间，一场快速反应、井然有序的抢险救灾行动随即展开。

道帏乡距离积石山 6.2级地震
震中仅有 12 公里，全乡 27 个村均
不同程度受损。地震发生后，全乡
各支部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他
们入户排查、安置群众、统计数据、
科普宣传，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与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仅
有一山之隔的铁尕楞村是一个纯
藏族村，全村共有 135 户 609 人。
在这场地震中，铁尕楞村震感强
烈，由于村民居住的房屋主要以土
木结构为主，房屋倒塌较为严重，
进村道路塌方，水、电、通信等设施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才让太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当
晚，他正在县城的家里，简单收拾
了东西后，便开车带着妻子和孩子
赶到了道帏乡政府。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村民惊
慌失措，“书记，我的养殖场塌了好
多处，我的牛羊该怎么办。”“书记，
我家房屋开裂严重，我们住在哪
里。”村民们哭诉着。

“大家不要怕，听我指挥，大家
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在
才让太的安慰下，村民的情绪得到
了缓解，大家有了主心骨。

灾情排查、汇总上报数据、转
移受灾群众……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才让太一刻也没闲着。“排查工
作至关重要，是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的有效途径，你们排查越详细，对
老百姓来说就越好，一定要确保一
人不落、一户不漏……”那几天，才
让太不仅要抓好抗震救灾指挥部
的具体工作，还要兼顾自己片区的
排查工作，总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模
样。

从应急安置到过渡安置；从
保障受灾群众到妥善处理善后工
作；从科学精准高效开展灾害损
失评估到启动灾后重建各项具体
工作……地震发生后，受灾地区
到处都是和才让太一样奋战在一
线的党员干部身影，处处涌动着
干部群众合力攻坚的精气神。

因为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
验，2023 年 12 月 26 日，才让太被
安排到了铁尕楞村，正式成为铁
尕楞村安置点的临时党支部书
记、点长。

当天，记者在铁尕楞村临时安
置点看到，经过紧张有序的灾后安
置工作，现场已经搭建起板房供受
灾群众居住。远远地，记者看到简
易的排气管从板房里面伸出，吐着
白色烟雾，板房前的巷道里孩子们
三五成群，追逐打闹，老人们聚在
一起边晒太阳边拉家常。

一走到安置点入口，便能看
见02号板房外鲜红的党旗迎风飘
扬。在安置点上，所有人都亲切
地叫才让太“才书记”。

“今天中午大家的午饭是水
煮肉和土豆。”才让太掀开锅盖看
了看后笑着告诉记者。和所有的
村民一样，才让太也从板房里拿
出自己的碗筷，快速吃完饭后，拿
着巡查日志本向板房走去，开始
了他下午的巡查工作。

记者跟随才让太走进一安置
房，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整齐
摆放的被褥、菜板上切到一半的
蔬菜、火炉里烧得正旺的煤炭，无
一不在告诉我们，他们过得挺好。

“才书记，我媳妇胃病犯了需
要去县上住院，帮忙想想办法
吧。”“马上办！”“才书记，我们这
里发放物资的人手不够。”“马上
来！”……从早到晚，才让太的电
话响个不停，一件件事务得以解
决。

“阿奶，你的腿好点了没？这
两天板房里还暖和不？晚上睡觉
一定要把炉子收拾好啊……”才
让太用藏语向才洛说道。

“挂真切（藏语为谢谢）、挂真
切……”从我们进到屋里，才洛便
一直双手合十，不断重复着那句

“挂真切”，泪水也湿润了眼眶。
67岁的才洛是铁尕楞村二社

的村民，因为地震，她家仅有的 11
头牛被压死，这让老人耿耿于
怀。“阿奶，心放宽，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啊。”才
让太一边安慰老人，一边嘱咐她
多休息、少操劳。

从才洛家的板房出来后，才
让太紧接着又推开了下一个板房
的门。“家里人都还好吧？”“报警
器好着吧？”……来到 06 号板房，
村民看着加正在整理床铺，见到
才让太进来，看着加说道：“才书
记啊，有你在，我们心里很踏实。
谢谢你的牵挂，我们都好着呢，你
自己也注意身体。”

才让太看到板房内一切正
常，便转身去往下一个板房，挥着
手向看着加说道：“呀呀呀（藏语
为好好好）……”

07号板房、08号板房、09号板
房……才让太一刻也没闲着。每
天在小小的安置点奔走近万步，
接几十通电话……来到安置点成
为点长的这些日子里，才让太用
细心与耐心当好安置点的“大家
长”，守护着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心
理健康。

冲锋在前的

“急先锋”

坚守阵地的“主心骨”

事无巨细的“大管家”

廉洁廉洁海东海东

图为才让太图为才让太（（右二右二））和群众交谈和群众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