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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新秋）1 月 25 日，海
东瑞沃智能光伏跟踪器暨新能源项目开
工仪式在海东市河湟新区举行。

据了解，海东瑞沃智能光伏跟踪器暨
新能源项目是投资建设年产智能光伏跟
踪器 4GW的生产基地项目，项目申请用
地16公顷，总投资6亿元。智能光伏跟踪
器生产基地拟建现代化生产线 2条，每条

线年产能 2000MW智能跟踪器产品。拟
建2～5MWp的光伏发电配套项目为厂区
供电，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绿色智能工厂。

光伏跟踪器是光伏电站关键设备之
一，是支撑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的“骨骼”。

“光伏跟踪器生产基地项目”的落地将补
齐新区光伏产业链短板弱项，促进新区高
质量发展，更是为满足国家新能源建设发

展需要，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所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海东市作为青海省的东大门，区位交
通便捷通达，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文化
底蕴悠远深厚，是兰西城市群的中部核
心区域。近年来，海东河湟新区区域功
能配套不断完善、招商引资成效逐步显
现、空间规划布局不断优化、生态环境

质量不断改善、新能源产业发展基础不
断夯实。“光伏跟踪器生产基地项目”的开
工是落实产业“四地”建设重大要求、构建
绿色低碳循环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具体实践，项
目的建成将优化海东河湟新区产业结
构，为海东在兰西城市群中部崛起增添
新的动力和活力。

总投资6亿元的光伏跟踪器项目在我市开工

本报讯（记者 郝志臻）人民
法庭作为群众家门口的“法院”，
处在司法为民的最前沿，肩负着
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
职责。2023年以来，海东市两级
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
法理念，切实发挥人民法庭审判
职能作用，不断加强专业化法庭
建设，积极推进诉源治理，以高质
量司法服务助推海东经济社会发
展。

海东市两级法院坚持把非诉
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以建设
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为中心，创
新诉源治理和多元解纷模式，打
造“法官+司法调解员+人民调解
员”的联动解纷机制，切实从源头
减少诉讼增量。互助土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将法庭搬到老百姓家门
口，变被动收案为主动调解，发挥

“驻村调解室”“老刘调解室”作
用，打造“无讼村示范点”，并成立

“互助县人民法院法官进社区联
络站”“互助县油嘴湾景区旅游纠
纷联动调解中心”“互助县北山景
区旅游纠纷联动调解中心”，通过
各种举措，实现简单纠纷现场受
理、现场调解；化隆回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将人民陪审员转任专职调
解员，成立诉前调解中心、创建诉
前调解团队，推动各方力量参与
矛盾纠纷化解，着力打通各类纠
纷的诉讼与非诉讼对接渠道，完
善非诉讼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联动
机制，引导更多解纷资源向纠纷
前端化解汇聚，将大量矛盾纠纷
化于未发、止于未诉；平安区人民
法院着力加强诉源治理，解决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设立

“理”法官驿，受理河湟新区的诉

讼及诉前调解案件；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积极创新审判措
施，不断促进审判理念、审判机
制、审判体系和审判管理现代化，
发出首份《当事人本人到庭令》，
能动发挥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实
质功能，将诉讼当事人本人到庭
制度转化为司法实践的有益尝
试，有效化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本人不到庭、事实说不清的难题。

近年来，海东市两级法院不
断拓展巡回审判工作范围，建立
健全巡回审判工作机制，为人民
群众提供高效、便利、低成本的纠
纷解决机制。期间，化隆县人民
法院发挥“拉面法庭”品牌作用，
设立“拉面经济云端诉讼服务
点”，为当地的化隆拉面创业者、
经营者及务工人员提供远程诉讼
指导、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司法
辅助、线上调解、网络开庭、判后
答疑、保全办理、巡回审判、法治
宣传等各项服务，充分运用“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平台，积极推动诉
讼服务线上线下结合，实现网上
信息技术服务与窗口传统服务的
无缝对接，切实减轻群众诉累。

市两级法院积极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统一裁判
尺度，提高审判效率，加强专业化
法庭建设。乐都区人民法院在碾
伯人民法庭设立道路交通事故巡
回法庭，集中管辖全区道路交通
事故案件和辖区范围内的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将高庙人民法庭打
造为家事审判示范法庭，将汉庄
人民法庭打造为审理涉企业纠纷
的专业法庭。同时，提高法官对
特定类型案件的熟练程度，进一
步提升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

我市两级法院打造
百姓“家门口”的法庭

□本报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子 摄
影报道

数九寒冬，万物萧条，地处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干旱山区的大庄
乡此时一片寂寥。然而，走进当地农户
的养殖棚圈，却是一派牛羊肥壮人勤忙
的勃勃生机。

大庄乡地处民和县中部的纯浅山地
区，全乡辖 15个行政村，3693户 1.75万
人，耕地面积 1867公顷，平均海拔 1700
米至 2000米，两条山梁夹着一条大沟，
是大庄乡地貌的全部。这里山大沟深、
十年九旱的自然气候条件，成为制约当
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瓶颈”。

伴随着 2008年全膜双垄栽培技术
的成功推广，在大庄乡的干旱山地里，
不仅种出了亩产量千斤以上的玉米，还
产出了丰富的玉米秸秆。有着养殖特
长的当地群众如“旱苗逢雨”，在党和政
府的乡村产业政策扶持下，用勤劳双手
绘出了干旱山区“农牧联动、草畜结合”
的发展新图景。

“全膜种植技术是一项深受干旱山
区老百姓看好的兴农科技，既充实了老
百姓的‘粮袋子’，又丰富了老百姓的‘肉
盘子’。”大庄乡政府乡长马海霞说，自全
模玉米技术推广以来，全乡全膜玉米种
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七成以上，每
年约产出 6万余吨的玉米秸秆，为当地
群众发展养殖业提供了草料支撑。

走进大庄乡马家川村村民马华林
的家门口，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堆积着大
量的玉米秸秆，羊棚里时不时传来几声
羊叫声。

走进羊棚一看，马华林正蹲在饲料
槽前给三只小羊羔喂奶，抢不到奶吃的
小羊羔急得“咩咩咩”叫唤。

马华林家有7口人，为了让一家人过
上好日子，早在多年前，他和妻子就在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诺木洪农场承包了
1公顷土地种植枸杞，一年下来也有三四
万元的收入。他们还依托国家产业政策
支持和玉米秸秆资源，在家里搭建暖棚
饲养了40多只羊，每年也有不少收入。

“开春种上庄稼后，我和妻子就到
诺木洪经营枸杞地，让父母在家喂喂
羊，秋收时节再返家收获庄稼。”马华林
说，他家有 12亩耕地，全部种了全膜玉
米，因为他家的地属于沟岔水浇地，尽

管比不上川水谷地的肥沃良田，但有限
的灌溉条件也为玉米增产发挥了大作
用，正常年份玉米亩产能达到 850多公
斤，即便在遭受旱灾情况下，玉米亩产
也在500公斤以上。

“我们家自己种的12亩全膜玉米不
外卖，够用自家 40 多只羊的全年饲草
料，所以养殖成本相对较低。”马华林
说，养殖成本降低了，出栏一只羊的利
润也就提高了。

据马华林介绍，因为全膜玉米推广
后秸秆草料丰富，马家川村 133户村民
几乎家家都有羊，少则 20余只，多则六
七十只。

1月 8日下午，民和大地晴空万里，
冬月午后的阳光洒落在大庄乡哈家圈
村的山梁坡洼间，丝丝寒气中多了几分
暖意。

养殖大户、哈家圈村党支部书记张
真忠正在不紧不慢地翻晒着门前的玉
米秸秆捆。“趁着这几天天气好，把这些
秸秆尽快晒干后粉碎贮存。”张真忠边
忙活边说。

张真忠是一名党员，也是哈家圈村

的脱贫户。从精准扶贫期间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到今天的脱贫致富户，既有党
的脱贫攻坚政策阳光的沐浴，更有自身
不等不靠感恩奋进的打拼。如今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在办好村里事的同
时，一门心思发展牛羊养殖业，既鼓起
了自身腰包，也成为村里靠养殖脱贫致
富的“领头羊”。

走进张真忠的牛棚，栅栏内的牛儿
悠闲地咀嚼着槽内的草料。

据张真忠介绍，他家现在存栏牛23
头，羊 50 多只，年均出栏育肥牛 10 余
头、育肥羊 20多只，平均下来每出栏一
头牛就有1000余元的利润，每出栏一只
羊也大概有二三百元的利润。

为了降低养殖成本，张真忠还把左
邻右舍外出谋生乡亲们的6.7公顷土地
都利用起来，种上了全膜玉米、苜蓿、谷
草等，既避免了耕地撂荒，又为发展养

殖业贮备了上好的优质饲草料。
不仅如此，张真忠在来自省城的驻

村“第一书记”郭凯宁的牵线搭桥和所
在单位的积极帮扶下，腾出自家两间房
屋做简易加工车间，配备了牛羊肉分
割、真空包装、冷藏的简易加工设备，计
划元月下旬开始牛羊肉加工，把牛羊养
殖产业链逐步向深加工延伸，以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大庄
乡立足十年九旱的现实条件和种植全
膜玉米秸秆资源优势，审时度势，因地
制宜，一门心思发展符合干旱浅山地区
的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牧歌嘹亮”的
脱贫致富路。据马海霞说，目前全乡养
殖户有 1500余户，牛存栏 2000余头、羊
存栏 1.5 万余只，牛羊养殖已经成为推
动大庄乡乡村振兴和群众增收致富的
主导产业。

“种养结合”带来好“钱”景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 通讯员 仲喜
年）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关于命名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通知》，
命名 999 个社区为 2023 年全国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
远镇西街社区榜上有名，是海东市唯一获
此殊荣的社区。

近年来，威远镇西街社区居委会坚持
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不断
提高为老服务水平，通过线上线下、居家
养老和日间照料中心相结合，为老人提供
了各项便民服务，不断改善老年人生活环
境，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社区以网格化管理为立足点，以环境

改造为切入点，优化人居环境，提高宜居
养老指数，定期入户走访，重点关注特殊
老人，检查老人家中生活用电、用气、饮用
水安全情况，宣传防盗防诈骗安全生活常
识、老年人惠民政策，对行动不便出门困
难的老人进行代办服务或上门服务。对
社区老年人家庭实施住房适老化改造，对
扶手、厨房设备、如厕洗浴设备、紧急呼叫
设备等进行适老化改造和维修，降低老年
人生活风险。

社区志愿服务队联合辖区企事业单
位、物业，清理小区楼院卫生死角，拆除私

搭乱建，设置消防安全通道标识标线等，
因地制宜不断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
住宅无障碍建设结合城市道路无障碍建
设、老旧楼院改造等项目工程 5 项，对房
屋保温、楼面修复、管道改造、路面硬化等
方面进行了建设改造，让老年人的生活环
境更安全、更便捷。社区在各小区、楼院
空闲地增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等，增
加了老年人晨晚锻炼场所。在老年人主
要活动场地及主要通行道路上设置休息
座椅，方便老年人出行。社区卫生服务站
积极开展医生签约服务，主动为高龄、失
能、行动不便等居家老年人提供家庭病
床、巡诊等上门医疗服务。在各节点组织

开展“三·八”妇女节、端午节、中秋节、“九
九”重阳节等系列主题活动，丰富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

西街社区还以志愿服务为依托，以专
业化服务为标准，立足老年人实际需求，
形成了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基础，
以“老年人营养室、棋牌娱乐室、休息室”
为平台的社会大众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
工作特色，积极整合社区有效资源，为全
面提升老龄工作整体水平，实现社区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从而全面提
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为“夕阳
红”增添了色彩。

海东一社区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本报讯（记者 韩世伟 通讯
员 韩俊）2023年，海东市财政部
门立足财政工作职责，把推动财
政平稳运行摆在突出位置，多元
提升财政收入，优化顶层统筹促
增收，全力保障财政平稳运行。

在服务企业发展促增收方
面，市财政局按照“一企一策”原
则，落实对口服务机制，鼓励企业
扩大生产销售规模，支持加大实
施技术改造，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企业服务，税收结构不
断优化，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
年内实现税收收入19.34亿元，增
速达 25.83%，同比增收 3.97 亿
元，创有史以来最高水平。

同时，强力推进非税收入征
管工作，全力促进财政增收，提升
财政保障能力。年内实现非税收
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228.59%，
全市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力度较
大，实现一次性收入 12.03亿元。
在争取上级支持方面，市财政局
盯紧积极财政政策“窗口期”，吃
透用足政策、积极主动对接，争取
新增各类专项和财力性转移支付
补助资金 105.2亿元，其中，财力
性补助资金90.38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14.82亿元，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极
大地减轻了地方财政压力。

市财政局强化预算编制管
理，在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严格

按照零基预算原则，优化预算管
理办法，制定印发《海东市本级项
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有效提高
了预算的准确性、完整性和透明
度。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
力压减低效、无效及非重点、非刚
性支出，严控一般性支出，“三公”
经费只减不增，严格执行会议、培
训、差旅等经费管理办法，持续降
低行政运行成本，2023年全市压减

“三公”经费预算较上年下降
4.67%，压减 236万元。盘活用好
存量资金，全面梳理各财政账户、
各单位账户中结余结转资金、资金
性质及结余原因，认真甄别存量资
金，累计消化盘活存量资金49.68
亿元，消化率为95.29％。

市财政局牢牢守住安全底
线，全力落实民生兜底保障，始
终将“三保”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持续加强基层“三保”支出项目库
管理、基层“三保”支出管理，建立
保障清单，实现预算编制、指标下
达、预算执行、资金拨付全程贯
通，严防“三保”政策违规提标扩
面，实现风险监控、排查、预警“三
个全覆盖”，守住“三保”底
线。全力强化财政库款管理，加
强库款保障水平监测，合理调度
资金支持困难地区，增强基层财
政库款保障能力，防范化解支付
风险，有效提高了库款监测时效
性。

海东税收收入
实现历史新突破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1 月 25
日，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在国家大剧
院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60年前的中法建交
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毛泽东主
席和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
气，打开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为
处于冷战中的世界带来希望。60 年
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
家关系前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法关系的独特历

史塑造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
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面对
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法应当秉持建
交初心、积极面向未来、敢于有所作
为。双方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
系，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
不确定性；要以中法文化旅游年、巴
黎奥运会为契机，扩大人文交流、促

进民心相通；要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
化，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全球
性挑战继续作出中法贡献；要坚持互
利共赢，在深化传统合作的同时，积
极挖掘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兴领
域合作潜力，坚持把蛋糕做大，以开
放汇聚合作力量、共享发展机遇。面
向下一个 60 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
再创辉煌。 （下转07版）

习近平向中法建交
60周年招待会发表视频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