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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去年以来，海东
市以“稳中求进”为遵循，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竭尽全力服务各类市场主体，千方百计
培育新的增长点，全市市场主体呈现稳中
有进、持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年底，全市各类市场主体 11.06万户，在
全省占比达19.51%，2023年新设市场主体
1.12万户，增长率21%，注销市场主体9349
户，净增市场主体1846户。市场主体总量
和增量两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二。

海东市聚焦优化市场准入环境，进一
步简政放权，将 80%以上登记类型全面下

放到县级登记注册窗口，创业群众登记注
册业务“身边办”比例再次提升。出台惠
企政策，推出《推动市场主体发展 11条措
施》《提升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三十条措施》，市场的开放性进一步提
升。优化开办流程，将企业开办流程由多
部门单线串联，优化为双线并联、一窗通
办、一次性办结工作模式。压缩开办时
间，整改互助土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
县企业开办时间超时的 3条问题，市场主
体开办全流程业务1个工作日内办结工作
目标已全面实现。推行简易注销，对符合

条件的市场主体办理注销登记时，实行
“20+1”简易注销，“准出”办理程序更简、
申请材料更少、公告时间更短、退出效率
更高。

同时，聚焦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加强公平竞争政策审查，全面清理和废除
26 件妨碍统一市场形成和公平竞争的政
策文件，保障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施公平竞争执
法，开展反不正当竞争、制止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等专项行动，全年办结商标侵权、
价格违法、产品质量等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324起，案值达 291.52万元，罚没款 405.98
万元。此外，深入开展民生领域“净域”价
格执法行动，清退电费、水费、物业费、停
车费四项违规收费 140余万元，市场环境
持续优化。推动信用监管，率先在全省出
台《海东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
则》等两部规定，对 2.62 万户企业形成全
景多维“信用画像”，实施差异化监管。坚
持审慎包容、教育和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制定减轻处罚、免予处罚“两个清单”，避
免和杜绝过度执法和选择性执法，最大限
度调动市场主体活力。

海东市场主体总量和增量“双提升”

□本报记者 巴迎桂 通讯员 田
晓昕 摄影报道

产业兴，村民富。近日，在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
富农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瓜果蔬
菜大棚内，种植的绿叶菜陆续进
入成熟期，即将争“鲜”上市。

白菜、香菜、生菜、油菜、上
海青……大棚内一株株绿菜焕
发着生机，村民干劲十足，忙着
收割、分拣、装袋……勾勒出一
幅生机盎然的农忙冬景图。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
富一方群众。去年以来，互助县
农业农村和科技局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八大行动”，赓续品牌强
农理念，聚力打造“七彩农业”金
色名片，全面推进全国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建设、聚力建设全省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
范县，全县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
定增长，农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
伐。

眼下，正值温室大棚西瓜育
苗时期，尽管外面天寒地冻，但
育苗大棚里温暖如春。记者在
互助县丹麻镇东家村大棚种植
户董青林的棚内看到，西瓜幼苗
已破土而出，成片的绿色嫩芽整
齐有序地排列在育苗床上，一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现场指导的互助县蔬菜
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有全向
记者介绍：“ 2023年，互助县在
南门峡镇、台子乡、林川乡等 10
个乡镇共建立‘供港澳’蔬菜基
地 16 个，面积达 1266.67 公顷，
其中 960 公顷已通过海关备案
认证，全县共生产各类‘供港澳’
蔬菜3.8万吨，产值超1亿元，共
带动劳动力 19 万人次，劳务收
入达 2000 万元以上，为打造有
机农副产品输出地和‘七彩农
业’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

良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
“芯片”。去年以来，互助县依托
优良的种薯品质和过硬的生产
技术，让互助县马铃薯生产发展
一直走在全省前列，2023 年 10
月，互助县马铃薯微型薯“雾培
法”生产技术获得成功。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陶英青告诉记者：
“马铃薯微型薯‘雾培法’生产技
术平均单株结薯数达30粒至50
粒，最高可达到80粒以上，是传
统基质栽培的 20 倍以上，而且
生产自动化程度高，大大降低了
生产成本。”

做好土特产文章，是打响
“七彩农业”品牌的关键举措。
截至2023年，全县已注册登记8
大类 95 个农畜产品商标，认证
农产品地理标志9个、绿色蔬菜
11 个、绿色食品 4 个，“两品一
标 ”农 产 品 占 农 产 品 总 量 的
60%，标准入户率达 80%，互助
马铃薯、互助长白葱、“互丰”杂
交油菜、“汉尧”菜籽油等特色农
产品市场知名度和占有率正在
不断提高。

过去一年，互助县粮食作物
产量达 14.07万吨，创造了 10年
来的新高；全县累计向省内外
输出各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
过 45 万吨，产值超过 17 亿元；
全县粮油特色制繁种规模达
6666.67 公顷，生产各类良种达
4.6 万吨以上；蔬菜、草莓种苗
工厂化培育达 3500 万株以上，
种苗自给率和商品化率都得到
了显著提升。

回望 2023 年，互助县全县
“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荣
获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
成功入选 2023年全国油菜单产
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和国家科技部第二
批创新型县建设名单，参展的

“互媚”牌产品荣获第八届农产
品展交会金奖，互助马铃薯获评
青海省农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

“特优”等级，并先后成功举办互
助县高原现代农业及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论坛暨互助县首届高
原特色冷凉蔬菜推介会，青海省
春耕备耕现场推进会等活动，青
海高原特色冷凉蔬菜首次从互
助县发往中国香港……

通过全县上下一年来不断
地付出和努力，“七彩农业”已经
成为重要名片之一，一幅“农”墨
重彩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土乡
大地徐徐铺展。

本报讯（记者 赵新秋）近
日，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
专题会议并下发紧急通知，部署
开展为期 70天的全市市场监管
领域消防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
查整治工作，进一步压紧压实市
场监管部门消防安全责任。

据介绍，此次专项排查整
治工作以消防产品和电器产品
质量、“三品一械”、消防产品
认证检测、金属夹芯板房、生
产经营租住村 （居） 民自建
房、冒牌消防培训等经营主体
及消防产品安全监管工作为主
要工作职责，以城镇燃气消防
安全整治、经营主体电气焊作
业监督检查、经营性自建房消
防安全监管、生产流通领域消
防产品质量监管、电动自行车
认证检测监管、新领域新业态
消防安全监管和消防宣传教育

培训七个方面为重点，全面开
展全市市场监管领域消防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海东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全
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近年来重
特大火灾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认真履行部门消防安全监管工
作职责，全面落实监管工作任
务和市场主体消防安全责任，
狠抓消防安全督导检查，提高
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
着力从根本上消除风险隐患、
解决问题，推动消防安全治理
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坚决筑
牢消防安全底线。下一步，海
东市市场监管局将组织人员对
各县区局、各相关科室专项监
督检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全力推动各方责任落
实，确保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

我市专项排查
市场安全风险隐患

互助“七彩农业”
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近年来，海东
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市域社会治理为
载体抓手，以全面整治天价彩礼、大操大
办、厚葬薄养、炫富攀比、铺张浪费、随礼
泛滥等各种歪风陋习为切入点，驰而不息
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落细、落小、落实、落
地，婚事新办风尚渐显，丧事简办蔚然成
风，喜事小办或不办逐渐成为全民的价值
取向。据初步测算，近五年来，循化县共
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6433余起，累计

节约开支 3.8 亿元，极大减轻了群众的经
济负担。

在移风易俗推进过程中，循化县成立
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的移
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制定出台了

《循化县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的指
导意见》，2019 年出台《移风易俗奖惩意
见》，2020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移风易
俗工作的补充意见》，以政治引领的全新高
度全面吹响了移风易俗的文明号角。各乡
镇、各部门也根据各自实际制定了《“文明

餐桌”活动实施方案》《十个一举措》等实用
性强、便于操作的实施办法，使移风易俗工
作具体化、制度化。

循化县把移风易俗工作作为脱贫攻
坚精神脱贫的有力抓手，举全县之力打响
了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的攻坚
战，为循化县摆脱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引
擎。2023年 8月，全省农村移风易俗重点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在
循化县召开，省市相关单位和周边县区相

继到循化县观摩学习，高度肯定循化县的
移风易俗工作。

同时，循化县规范有效地把移风易俗
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扎实推进，
分层次对农村红白事范围、操办规程、参加
人员、宴席标准、礼金数额等方面做出明确
规定，使移风易俗工作有章可循。全面成
立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吸纳德高
望重人士积极参与宣传、引导、监督工作，
不断将接地气、有活力、有温度的移风易俗
工作渗透到全县千家万户。

近五年移风易俗为循化群众节约开支3.8亿元

□本报记者 周晓华 摄影报道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东市乐都区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奔着问题去、带着问题学、对着问题改，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重点措施有机融合、一体推

进，聚焦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努力让党员受教育、发展见成效、群众得实惠。

党员受教育 发展见成效 群众得实惠

乐都区推动第二批主题教育见实效

一封信、一本党章、一枚党员徽章、一
本学习汇编……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乐都
区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
功”总要求，紧密结合实际，一体推进以学
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把

“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融入全过
程各方面，不断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走
深走实。

乐都区坚持“学”字为先，营造真学、深
学、细学的浓厚氛围，持续学思践悟。结合
领导班子会议“第一议题”学、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学、主题教育读书班集中学、党性
教育现场感悟学，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在
理论学习中永葆本色。截至目前，区委主
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坚持带头示范，班
子成员深入一线领学带学61场次，讲党课
82场次，集中学习 17次，专题研讨 6次，邀
请专家开展讲座6次。

聚焦就业、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乡村
治理、宣传文化、安全生产等实际难点和工
作重点，乐都区高标准、严要求开展专题读
书班，采用“常委领学解读+分管领导汇
报+现场讨论交流”模式，当场检视问题、
现场讨论分析、即刻交办任务，推动解决实
际问题。各基层党组织精研细读深学，通
过领导班子成员“包片带学”、机关党员“上
台讲学”、第一书记“帮学督学”、在职党员

“集中研学”、农村党员“分散活学”、年老体
弱党员“上门帮教送学”、流动党员“邮寄送
学”和“两新”党员“云端跟学”等方式，开展
集中学习 4634次，讲党课 1350场次；举办
区级党组织书记、党员轮训班共覆盖 470
人次。

乐都区积极组织开展流动党员“九个
一”活动、“两新”组织“双亮双送”活动、机
关党员“三学三亮三创”活动，成立 5个宣
讲队，组建志愿服务队453个，全覆盖为全
区流动党员寄送“学习大礼包”，为年老体
弱党员送学上门1500余次，“两新”领域党
员集中学习328次，讲党课82次。

“这里新修了停车场，真的是急家长
之所急、想家长之所想。”乐都区幼儿园
（西关街园）的家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幼儿
园附近新修了停车场后，早晚接送孩子就
不闹心了，再也不会堵在学校门口了。

走进乐都区萨尔斯堡小区的红色驿
站里，整洁干净的环境，舒适的座椅沙
发，养眼的盆栽绿植，便捷的饮水机、微
波炉、充电宝、雨伞、急救包等一应俱全，
几名环卫阿姨正在歇脚。谈及这个红色
驿站的建立，几位环卫工阿姨喜上眉梢。

……
主题教育开展得好不好，归根到底

要看问题解决是否到位、整改落实是否
彻底、人民群众是否满意，而调查研究则

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
知民意、晓民情，是为民解忧的基础

和前提。乐都区广大党员干部在主题教
育中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到农村、
社区、企业、医院、学校、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创新方式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

围绕解决民生实事，紧扣高质量发
展首要任务，区委主要领导带头领题调
研，结合自身分管领域及重点工作，共梳
理形成“加快推进乐都农业现代化的思
考”“乐都区易地搬迁后续发展问题思考
与研究”等16项重点调研课题，内容涵盖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和党的建
设等各个方面。

乐都区开展走进企业生产一线、项
目建设一线、乡村振兴一线、窗口服务一
线“4个一线”活动，现场调研150余场次，
一线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乡村道路补短
板等方面问题 44件。采用“走出去和请
进来”相结合的方式，把学习课堂搬到

“发展的前线、工作的一线”，为推动学习
成果创新性转化打下坚实基础。

为了“向内查缺补短板”和“向外借
鉴拓思路”并重，乐都区将“他山之石”化
作推动乐都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力，先后赴山东、甘肃、新疆等地考察
调研农业产业化发展、品牌化营销等工
作，从中提炼总结规律性认识，使调研成
果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以学促干 推动发展走深走实

2023年11月，乐都区农特产品直通霍
尔果斯口岸暨特色彩椒出口俄罗斯首发仪
式在区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举行，首批
20余吨彩椒从这里出发供往俄罗斯市场，
实现乐都蔬菜出口“零”突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乐都彩椒
出口俄罗斯只是乐都区推动主题教育与
为民办实事互融共进的一个缩影。

投入123.58万元为全区749户困难群
众免费购买煤炭、天然气，把实事好事办
到群众心坎上；投资 760 万元修缮解决 9
个行政村 430公顷农田灌溉问题；投入资
金 1468.65万元建成投用电商服务中心及
电商三级物流分拨中心，推动电子商务进
农 村 ；新 增 城 市 停 车 位 1588 个 ，投 入
1943.56万元对寿乐社区锻造厂安置区加

装生活电梯，对文化街社区办公场所改造
升级；建成乐都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全力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随
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一系列关乎发展
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
题逐步得到解决。一系列民生工程落地见
效，一桩桩、一件件民生实事犹如和煦的春
风，温润着乐都区百姓的心田。

乐都区结合“开门找问题”、建言献策活
动，选聘26名主题教育监督员，通过征求意
见、设置民情电话、邮箱等方式，针对性、精
准化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销号台账，
健全动态销号制度，实现问题整改“清单式
管理、项目式推进、滚动式销号”。

在做实省、市 9个专项整治规定动作
的同时，乐都区选定农村人饮工程巩固提

升专项整治为自选动作，高效完成“9+1”
专项整治，整治农村人饮组织管理、运行
管理和用水管理三个方面问题共63条，全
面疏通了制约全区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

截至目前，乐都区梳理民生事项清单
113条，1954名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解决
群众实际困难 209件；依托“筑巢行动”开
放“红色驿站”13个；30名区级领导干部下
沉一线，包联重点信访件 54件，解决诉源
治理案件9件，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
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不仅是锤炼党
员干部履职为民的“磨刀石”，也是检验初
心使命的“试金石”。乐都区将主题教育
中出现的好做法、好经验，形成一套行之
有效的制度，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通过完善一批理论学习机制、健全一
批管党治党机制、创新一批为民办事机
制、形成一批推动发展机制等举措，进一
步抓实抓细整改落实，促进发展保障民
生，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
的新变化新面貌。

以实为要 办好惠民利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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