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市城西区着眼事业发展全局

和 干 部 队 伍 长 远 建 设 ，突 出“ 西 区 严

选”，夯实干部队伍建设“基本盘”，实现

用其所长、干其所专，选人用人科学化

水平进一步提升。

城西区注重对公共服务岗位人员、

三支一扶人员和“西部计划”志愿者等不

同领域年轻力量的培育，前移年轻干部

培养储备关口。优化完善年轻干部三级

“育苗库”，对“新苗库”干部压茬培养，

“壮苗库”干部针对性培养、“优苗库”干

部适时使用。建立组织部门考察识别、

所在单位近身识别、关键岗位考验识别

和急难险重任务现场识别“四位一体”察

人识人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有效识别

一批“硬性指标”过硬和干部评价、群众

口碑等“软性指标”突出的“老黄牛型”干

部和“担当型”干部，对“软硬”指标全部

合格的及时提任晋升。着眼干部队伍建

设长远需要，对在同一单位或同一职位

任职时间较长的领导干部进行交流，对

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及时启动“下”的程

序，对受处分影响期满表现优秀的经考

察认定后重新提拔任用。 （城西组）

西宁市城西区

“西区严选”夯实干部队伍建设“基本盘”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公安局毛家寨派出所立足工作实

际，积极探索“1234”工作法，持续深化

“警格+网格”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不断

谱写基层派出所发展改革强警新篇章，

让新时代“枫桥经验”花开北川。

毛家寨派出所坚持将党的领导贯

穿于学习实践工作全过程，设置党员示

范岗，强化教育管理，充分发挥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现

建所 45 年来零违纪。构建情指行指挥

体系，综合指挥室以县局精准投放的 8
项数据资源为载体，实现警务模式由被

动向主动、由粗放向精准、由传统向智

能转变。构建立体化巡防体系，实现

“守点”“巡线”“控面”，开展联户联防、

联村联防、邻里守望等平安守护行动，

构筑全覆盖、无缝隙、立体化的巡逻防

控网络。搭建三级社区警务平台，打造

符合辖区实际的社区、农村两类警务新

模式。搭建三个矛盾调解化解平台，形

成维护稳定的村（社区）级防线。搭建

企业专业调解平台，形成维护乡镇级稳

定防线。搭建警民共建微信平台，持续

发挥警民联系的好平台作用。

（大通公安 通组）

大通县公安局

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北川

一、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

（一）法治建设
1．省委政法委法治处

2．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3．西宁市委政法委员会

4．海西州委办公室

5．海东市委依法治市办

（二）立法工作
1．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

2．省委办公厅法规处

3．海东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4．海南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5．西宁市司法局

（三）普法守法
1．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2．省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3．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和表彰奖励处

4．省消防救援总队法制与社会消防工作处

5．省妇联权益部

6．海南州贵德县教育局

7．玉树州治多县治渠乡人民政府

8．西宁市委宣传部

9．海北州海晏县融媒体中心

10．海东市委宣传部

（四）行政执法
1．省公安厅法制总队行政执法指导支队

2．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

3．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4．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

5. 省公路路政执法总队

6. 省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7．海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8．国家税务总局海北州税务局

9．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

10. 国家税务总局德令哈市税务局

（五）司法行政
1．省司法厅法治督察处

2．省东川监狱

3．海西州司法局

4．海东市互助县司法局

5．西宁市城中区司法局

6．玉树州玉树市司法局

7．果洛州玛沁县司法局

8．海北州刚察县司法局

9．海南州贵南县司法局

10. 西宁市城西区司法局胜利路司法所

（六）法律服务
1．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政策法规处（公职律师办公室）

2．果洛州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3．北京大成（西宁）律师事务所

4．青海省格尔木市公证处

5. 玉树州杂多县人民法院

（七）人民调解
1．海东市民和县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2．海南州同德县矛盾纠纷综合联调服务中心

3．果洛州甘德县藏科乡人民调解委员会

4．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5．黄南州尖扎县康杨镇巷道村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个人

（一）法治建设
1．高兴岭 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

2．张 丰 省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改革处（政策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

3．李毛吉 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四级调研员

4．王国栋 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政府县长

5．秦 婷 海北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6．马向晖 西宁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二级警长

7．汤海明 黄南州同仁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司法局局长

8．孙 博 海南州贵德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9．更松拉措 玉树州生态环境局执法员

10．周志国 海西州茫崖市委副书记

（二）立法工作
1．陈 刚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副处长

2．方淑颖 省地方铁路管理局副局长

3．刘 军 省卫生健康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4．普化才让 黄南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科科长

5．叶西嘉措 海北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6．宁存栋 果洛州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管理七级

7．王黎斌 海东市司法局立法与备案审查科科长

8．才华杰 海南州司法局法规宣传科二级主任科员

9．国晓莉 西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法规科副科长

10. 彭措尕松 玉树州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副科长

（三）普法守法
1．侯新宏 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三级调研员

2．马存宝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3．安 娜 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

4．王玉成 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副处长

5．董 婧 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司法监督处处长

6．李 俊 青海广播电视台助理记者

7．孟登奎 省青海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8．张丽江 西宁市教育局法规安全科科长

9．沈晓娜 海西州德令哈市融媒体中心主任

10．金 山 海西州格尔木市第二中学副校长

11．才让吉 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镇牛滩社区书记、主任

12．熊国存 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13．赵 贞 海西州天峻县纪委监委一级主任科员

14．杨姗姗 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15．杨春红 海北州公安局二级警长

16．罗文冠 海北州委宣传部管理九级

17．更松文毛 玉树州民政局普法专干

18．谢衣毛 果洛州司法局法宣科科长

19．李 春 海南州贵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20．李启苹 海南州贵德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四）行政执法
1．马玉虎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稽查局综合科副科长

2．侯世海 省卫生监督所稽查科科长

3．张丽娜 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市场检查室主任

4．赵素娟 省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三级主办

5．邱 彤 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二级主办

6．王 昆 海西州都兰县公安局副局长

7．韩永福 海东市公安局一级警长

8．罗 兰 海西州德令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科员

9．金海霞 海南州贵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

10．更尕成林 玉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科科长

11．韩晓红 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12．顾锡赟 西宁市城西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四级主任科员

13．杨淑芬 海北州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14．刘乾城 果洛州达日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15．马新仁 黄南州同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16．梁清洲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法规与执法监察科科长

17．王志东 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18．卓玛尖措 黄南州尖扎县公安局坎布拉分局局长

19．马 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州税务局稽查局四级主办

20．郭成郁 玉树州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

（五）司法行政
1．石恒堂 省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

2．庞书纲 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3．张顺英 省女子强戒所副所长

4．完麻东智 省西川监狱教育改造大队副大队长

5．李 婧 西宁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6．马春英 西宁市大通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7．星海英 果洛州玛多县司法局九级管理员

8．官应林 果洛州甘德县司法局副局长

9．白秀芬 海东市循化县司法局八级职员

10．马佐民 海东市乐都区司法局峰堆司法所二级主任科员

11．陈文杰 海北州司法局局长

12．王婉苏 海北州门源县司法局一级科员

13．李斌跃 海西州大柴旦工委政法委副书记、行委司法局局长

14．马海军 海西州乌兰县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

15．三旦卓玛 黄南州司法局副局长

16．格日吉 黄南州泽库县王家乡司法所所长

17．卓玛太 海南州兴海县司法局一级主任科员

18．杨 鑫 海南州共和县司法局一级科员

19．代吉拉毛 玉树州司法局立法与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

20．多公才 玉树州曲麻莱县司法局副局长

（六）法律服务
1．马旭东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

2．温建华 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与法务部主管

3．黄维青 司法部“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

4．刘天岐 青海省共和县公证处主任

5．马海军 青海恩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6．张继凯 青海普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7．程永凯 青海大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8．立加本 青海省西宁市夏都公证处办公室主任

9．冶生兰 海东市民和县人民法院官亭人民法庭副庭长

10．夏吾东主 青海省河南县公证处主任

（七）人民调解
1．朱岩红 西宁市城北区红梅调解工作室专职调解员

2．官 却 果洛州玛沁县拉加镇赞根村党支部书记

3．李宗宾 海东市互助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县信访局副局长

4．刘峰忠 海北州祁连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室调解员

5．马晓平 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镇西庄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

6．多杰才让 黄南州泽库县和日镇和日村调委会主任

7．夏吾央措 海南州兴海县人民法院河卡法庭庭长

8．拉毛措 海东市化隆县司法局查甫司法所所长

9．叶 旦 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副书记、镇长

10．于永莲 海西州茫崖市花土沟镇团结路社区工作人员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青办字〔2023〕52号）要求，在自下而上、层层把关、逐级遴选的基础上，经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复审，确定

50个集体为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100名个人为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接受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公示如下。

公示时间：2023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公示期间，如有不同意见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们反映。反映情况要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署名并提供联

系方式，以便我们核实有关情况。

联系电话：0971-8203430，8258205 电子邮箱：qhyfzsb@163.com 通信地址：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11号

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1月21日

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

关于青海省依法治省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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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玉娇 通讯员 青 组

金秋的高原，风中裹挟着丝丝凉意，

夕阳下的花海和远山、麦田构成一幅绝

美画卷，一阵小雨滴落在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东和乡麻吉村油嘴湾生态文化

景区，拍打着山坡上的金盏菊、格桑花，

低垂着脑袋的向日葵正安静呼吸，我们

走在其中，像是不速之客。

卿春农家院里，从西宁来的客人

心满意足地走了，湛永兰和婆婆陈万

兰正收拾桌面。

“阿妈，你今天乏了没？”

“不乏，乏啥，高兴。”

做了几十年厨师的陈万兰如今不用

亲自掌勺了，儿子被她培养成才，成了一

位地地道道的农家院“大厨”，儿媳妇干

练踏实，负责跑堂和清扫，家里的7张大

桌、3个包间假日里能接待好几拨客人。

面对采访团到来，陈万兰热情地

张罗着：“你们坐，我们家做的馍馍客

人都爱吃，我拿给你们尝尝。”

面 对 采 访 ，湛 永 兰 也 应 对 自 如 ：

“虽然我们家离景区远，但来的都是回

头客，我们做的排骨、酸菜粉条、香豆

饼、洋芋都是自家种的，来这儿的客人

就喜欢吃农家菜。”

放眼望去，农家院不算大，两层楼

房，屋里院里挂满了红灯笼、油纸伞，

种上了花花草草，颇有一番风韵，楼房

前的场地被改装成了阳光暖廊，能放

下四张圆桌，还有个种菜的小园子，摆

了一张小桌和一把摇椅，在树荫下满

是惬意，还有两间宽敞的厨房。

前几年，村里争取“农家乐提档升

级项目”资金，有 23户村民报名改造了

自家院子，那时候的油嘴湾景区刚开

业不到一年，麻吉村就已经成了“小网

红”，依托景区的客源，农家院的生意

渐渐红火起来。

陈万兰说：“去年一年挣了 10万元

左右，挺不错的，以前儿子儿媳在外面

打工，有时候连工钱都要不上，我有时

候做个宴席赚点零花钱，现在村里环

境好了，游客多了，我们争取明年再把

房子扩建一下，多挣点钱。”

看不出，笑起来憨厚质朴的陈万

兰心里还有这样的“心思”，儿媳妇湛

永兰倒是习以为常，轻声应和道：“嗯

嗯，对，多挣点钱好。”说着，便利索地

擦完桌子，又到院子里收拾杂物。

看着忙活的陈万兰婆媳，站在一

旁的村党支部书记任大存说：“有钱赚

了，大家伙儿根本闲不下来。”

2018 年，村“两委”争取了 200 万

元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

投入到景区，村民变成了“股民”，村

“两委”深入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党建引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到如

今，村民们的入股分红累积达 200 多万

元，还带动了 300余人就业。

“ 穷 沟 沟 ”成 了 乡 村 旅 游“ 富 窝

窝”，油嘴湾成了村上的优势产业，村

庄美了，巷道净了，庭园也富了，大家

也都跟着“变了”。

旅游旺季，任大存在景区的小吃摊

里游客满座，酿皮、凉粉、洋芋津津，一天

要做几十碗，但他和妻子乐此不疲，任大

存的大哥任大生今年74岁了，还主动争

取要到景区卖酿皮，老两口今年收入 2
万多元，老年生活既充实又独立。

村上的洋芋疙瘩变成了宝贝，做

个馍都能赚上钱了，生活方式变了，思

想观念也变了。

“以前村上除了农忙，巷道里都是

人，打牌的、喝酒的、晒太阳的，现在大

家都没有闲的时间，村里 80 多岁的老

太太都有了经商的头脑，拿个小针线，

炒个蚕豆都能在景区挣到钱。”

说这话的是油嘴湾生态文化旅游

景区总经理陶延金，他操着一口标准

流利的普通话，俨然成了一位专业的

“职业经理人”，他观察到了乡亲们的

变化，其实他自己也改变了不少。

陶延金原来在互助县开出租车，后

来入股到景区当起了“股东”，妻子如今

也是景区工作人员，俩人月月拿固定工

资。平时在景区，他的身影随处可见，

顾客需要什么，遇到什么麻烦，他都能

用他强大的“公关能力”解决，在油嘴湾

景区微信视频号中，他还时常充当“演

员”，网友都称他为“二当家”，他和村民

们一起，配着 DJ 音乐，跳着推磨舞，放

飞自我拍搞笑视频，只为让越来越多的

游客喜欢油嘴湾，喜欢麻吉村。

不止是陶延金，任大存、湛永兰、

陈万兰……麻吉村的每个村民都在为

麻吉村的未来各自做着努力，他们人

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以饱满的

热情爱乡村、爱生态、爱游客。

幸福花开麻吉村幸福花开麻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