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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各级党组织要以鲜明态度，
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
事者撑腰，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针对干部队伍中存
在的少数思想疲沓的“麻痹者”、安
于现状的“躺平族”、不务实事的“评
论家”，各级党组织应把脉问诊、精
准施策，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力争“开门稳”“开门红”。

立实干部选任“风向标”，让“敢
闯敢干、唯实争先”蔚然成风。大胆
选任担当者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
励。当好选人用人的“守门员”，突
出事业为上、以事择人，处处敬贤礼
贤，时时举贤荐贤，旗帜鲜明选出

“千里良驹”，以组织担当带动干部
担当，以组织作为促进干部作为。
坚持以“知人”促“善任”，用“广角
镜”全方位识别干部、用“显微镜”精
准考察干部、用“多棱镜”立体评价
干部，通过专心看、用心听、细心问
等方法，让干部模样识得准、德才辨
得清、实绩看得着，使选出来的干部
德配其位、才配其位。

构建干部管用“新闭环”，让“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成为常态。敢于
担当的好干部是选出来的，也是管
出来的。坚持树牢“有为才有位，无
为就让位”的鲜明导向，强化结果运
用，让优秀干部“冒得出”、躺平干部

“下得去”、受处分干部“回得来”。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以上级为下级

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为先行先试
干部“兜住底”“守住心”，让担当者
敢于“轻装上阵”。同时大力畅通

“下”的渠道，向庸懒散躺行为“亮
剑”，优化配置干部资源和岗位资
源，为实干家搭配广阔天地，做到让
有为者有位、无为者无位、能干者有
为。

构建干部培养“全链条”，让更
多“新生代、新力量”脱颖而出。实
干担当不是一句“空弹唱”，需要个
人努力和组织培养“双向发力”，通
过日常学习和精准化培训，破解干
部知识空白、经验盲区、业务弱项，
做好干部专业化“增能强干”。打破
隐形台阶和论资排辈，变“伯乐相
马”为“沙场赛马”，及时将表现较
好、潜力较大的干部纳入组织视野，
通过“一线培养链”开展全方位考察
纪实、周期性实践比选、不定时动态
调整，让干部在基层“练兵场”上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锻造
成为新时代的“劲草”“真金”。

古往今来，凡事兴于实、败于
虚。面对前进征程上各种可以预见
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要念好

“实”字经，点燃干部敢为的引擎，激
励干部靠实干立身、凭实绩进步，一
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跑出实
干加速度，赢得2024年“开门红”。

张 艺

勇做实勇做实干派干派
奋战奋战““开门开门红红””

本报西宁讯 （记者 李延平）
2023 年以来，西宁市城西区持续做好

市场主体培育、促进消费、招商引资、

扩大投资等重点工作，持续在新赛道

上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成绩。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年招商引资省

外到位资金 16.3 亿元，完成全年签约

任务 18 亿元。京东（青海）数字经济

产业园入驻企业均以数字经济、新业

态为主，实现产值总额为 3.6亿元。

城西区充分发挥商业街区引领作

用 ，多 部 门 联 合 审 批 夜 经 济 点 位 10
个，设置网红飞天灯光、啤酒花园等

10个点，拉动消费 3800余万元。

实施招商引资六大行动，开展火

烧沟综合文旅项目、名城巷南华尖项

目、辖区重点商务楼宇专场推介会，进

一步做好项目包装推广，吸引各类要

素向西区汇聚、产业向西区转移、企业

在西区投资。全面融入“东数西算”

“东数西储”国家布局，抢抓西宁国家

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设机遇，加快

推进数字经济建链、强链,着力在楼宇

经济、总部经济、商圈经济上深耕细

作，强化与驻青央企、京东（青海）数字

经济产业园和西宁龙工场（西北）跨境

电商区域总部的联动发展。目前，京

东（青海）数字经济产业园招引企业 34
家，入园孵化企业9家，飞地企业25家。

西宁市城西区

在新赛道上在新赛道上
跑出好成绩跑出好成绩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记者近

日从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为持续巩固拓展全省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成效，做好短期纾困与长期减负相

结合，省发展改革委坚持“实”字当头，

“干”字为先，落实长效减负的具体举

措，扎实推进常态化助企暖企工作，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

健全完善组织体系，明确工作职

责，抓好助企暖企工作统筹协调等工

作，以健全的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推

动助企暖企走深走实，为各项工作有

序 开 展 提 供 坚 实 保 障 。 聚 焦 助 企 暖

企惠企扶企，推动事前、事中、事后各

环节“政策找人”，多方位扩大政策的

知晓率，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共同

参与的助企暖企氛围，助推政策利好

持续释放。把脉市场主体发展需求，

采取部门联动、企业互动的模式，“一

对一”辅导、“面对面”交流、“手把手”

指导，让“良方”服务送上门，“处方”办

法送到位，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发展的

内 生 动 力 。 加 强 政 府 部 门 与 企 业 间

的沟通交流，主动作为、转变作风、优

化环境，依法依规为企业和企业家解

难 题 、办 实 事 ，全 力 构 建 亲 清 政 商 关

系。

省发展改革委

短期纾困与长期减负相结合短期纾困与长期减负相结合
持续推进常态化助企暖企工作持续推进常态化助企暖企工作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我叫仁青卓玛，是一名返乡创业青

年，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从事藏服

加工、刺绣、唐卡制作等工作。过去一

年，通过大家的努力，藏服订单数量越来

越多，销量越来越高，带动了牧区更多妇

女从事民族特色服装加工产业，走上了

致富路，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我的爷爷、母亲都是当地颇有名

气的安多藏族服饰手工艺人。从小耳

濡目染，我对这门手艺特别感兴趣，并

且慢慢学会了藏服的制作手艺。毕业

后，我辞掉了别人眼中的好工作，毅然

返乡子承祖业。

几年前，共和县藏族服饰产业规

模比较小，服饰面料普通、做工粗糙、

设计平常。经过市场调研，我成立了

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在设计中注重寻

找传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交汇点，推

出了用氆氇、台麻、羊羔皮等纯手工布

料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加色面料制成的

藏服，增加了“订单式”服务，根据客户

的需求定做各种款式。

在家乡创业最大的好处是当地有

很多制作传统服饰的能工巧匠。我们

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积极扶助和

带动留守、失业、残疾妇女，她们凭借

一双巧手就地就近灵活就业，将“指尖

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去年我们接

到一个“大单”——制作 4000 多套冬季

校服。从色彩搭配、布料选择，到设计

打版 、制 成 样 衣 ，团 队 倾 注 了 很 多 心

血。裁剪、LOGO 制作、缝制、锁眼钉

扣、整烫、包装……，每一个环节，大家

都通力合作。最终，孩子们穿上满意的

校服，工人们赚到了钱，我由衷地高兴。

刚开始，女工们很不自信，担心在

家随便裁剪缝制的手艺上不了台面。

我联系了共和县就业局举办缝纫技能

培训班，经过集中培训，她们的手艺突

飞猛进，自信心也有了很大提升。考虑

到妇女们家务事较多，公司设置了弹性

工作制，工资计件，这样大家就可以自

由选择工作时间。很多女性把梦想和

希望寄予这份工作中，她们是手工艺产

业的主力军，更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力

量。就像女工才钟说得那样：“在这里

上班，工资高环境好，还可以切磋技艺。

有一技傍身，生活过得美好又幸福。”

做民族文化传承者与乡村振兴带

头 人 是 我 孜 孜 以 求 的 梦 想 。 过 去 一

年，党和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好，对我们

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公司还被认定

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这增强了我做

大做强这一产业的决心。不仅如此，

看到家乡妇女们通过从事这一行，生

活、精神状态得到了很大改善，我觉得

当初的选择是值得的。

2024 年，我将带动更多牧区妇女

凭借手艺走上致富路，为乡村振兴做

出贡献。

返乡创业返乡创业，，一起一起““缝缝””出致富梦出致富梦

本报海北讯（记者 尹耀增） 1 月

5 日 ，记 者 从“ 新 时 代 、新 青 海 、新 征

程”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北专场发布会

上获悉，2023 年，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

旅游广电系统紧紧围绕“打造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海北要走在前列”的目标，

以青海湖示范区创建为引领，海北国际

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工作呈现出热度

高、有突破、影响力显著提升的良好发

展局面。全年旅游人次、收入同比增长

率取得明显突破，实现旅游收入 30 亿

元。

2023 年全州文旅系统实施项目 35
项，总投资 3.48 亿元，文旅基础设施逐

步完善。谋划储备重点文体旅游项目

117 项，总投资 52.8 亿元，为进一步“补

短板、显特色、强优势”奠定基础。紧

抓交旅融合示范州创建契机，落实总

投 资 4.24 亿 元 的 农 村 公 路 项 目 57 项

409.6 公里，在高速国省道同步规划实

施观景台 14处、停车港湾和驿站 79处、

综合服务区 9 处，加快构建“快进慢游”

体系。

2023 年，全州新增 1 家 4A 级旅游

景区、3 家 3A 级旅游景区、10 家 2A 级

旅游景区，A 级景区数量从 11 家增加

至 24 家 ；祁 连 阿 咪 东 索 景 区 、刚 察 湟

鱼家园景区获评首批省级生态旅游景

区，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列入省级

生态旅游创建景区名单。成功评定 1
家四星级、2 家三星级旅游饭店；蕃域

火山温泉酒店获评全省第一家国家甲

级旅游民宿；国家金鼎级文化主题旅

游饭店。祁连天境圣湖托茂部落自驾

车旅游营地获评国家 4C 级自驾车旅

游 营 地 ，成 功 评 定 1 个 国 家 级 乡 村 旅

游重点村、5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2
家 五 星 级 、2 家 四 星 级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点。

举办“畅游甘青蒙新 领略西部风

情”、参加“四省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

联盟大会等宣传推介活动共计 19 场，

签订旅游市场共建共享合作协议 1000
余份，扩宽了引客渠道。

海 北

20232023年实现年实现
旅游收入旅游收入3030亿元亿元

加工服装。 仁青卓玛（左一）介绍交流产品。 本人供图

本报海东讯 （记者 陈俊 李庆
玲） 记者近日从海东市主题教育办获

悉，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海东

市坚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教

育见行见效的重要抓手，不断破解发展

中的瓶颈制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海东市聚力产业“四地”建设，积

蓄经济发展“新动能”，高标准推进零

碳产业园区建设，海东红狮硅基新材

料、亿众“丝绸云谷”低碳算力产业园

等项目建设全面加速，新引进蓝剑公

司安全智能算力中心、百度公司数字

经济创新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万吨

禽蛋生产基地，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和

新型经营主体，目前全市已累计注册

农畜产品商标 3365 种，认证绿色食品

企 业 28 家 、农 产 品 地 理 标 志 产 品 18
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4 个 ；注 重 开 拓 国 际 国 内“ 两 个 市

场”，乐都彩椒、互助菜薹、蜂蜜花粉等

产 品 出 口 俄 罗 斯 、韩 国 等 国 家 和 地

区。积极融入全省“一芯一环多带”，

新 增 4A 级 景 区 2 家 、3A 级 景 区 6 家 ，

打造了彩虹部落土族园“天佑德不夜

城”、平安驿河湟民俗文化体验地等特

色民俗和美食等旅游打卡点。全面加

快天蓝公司 3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 、生 龙 公 司 5 万 吨 负 极 材 料 等 锂 电

配套材料项目建设，全力支持盐湖产

业基地建设。

据悉，海东市在打造生态文明高

地 建 设 方 面 ，推 动《海 东 市 绿 色 宜 居

城 市 建 设 促 进 条 例》《海 东 市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条 例》《海 东 市 祁 连 山 南 麓 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后期管护实施办

法》等 地 方 性 法 规 全 面 落 地 ，并结合

农闲时节，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全

民秋季义务植树、生活污水治理等专

项行动，全面推进生态修复和建设工

程，完成秋季义务植树 343.15 万余株，

全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6%，绿 色 发 展

指数位列全省前列，黄河、大通河出省

断面水质达到Ⅰ类，湟水河出省断面

水质达到Ⅲ类，确保了“一江清水出城

出省”。

海 东

积蓄发展积蓄发展““新新动能动能””
塑造产业塑造产业““新高新高地地””

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2023
年 12月 26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总工会在群团服务站举行大通县

首家“红色幸福驿站”启用仪式。

“红色幸福驿站”内配备饮水机、

微波炉、书架等生活服务用品和医用

急救用品，设置休闲按摩区、便民服务

区、儿童活动区、心理咨询室、母婴休

息室等功能区，引入“四点半自习室”

“沙盘心理疗法”等服务项目，为周边

职工群众提供便捷、精准的服务。

大通县总工会坚持以服务职工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依托工会资源，整合

资源利用，打造集约化、开放式、共享

性的“一站式”群团一体化“红色幸福

驿站”，以驿站建设的“小切口”，做好

服务职工的“大文章”，打通服务户外

劳动者群体的“最后一公里”，将“红色

幸福驿站”打造成户外劳动者的“歇脚

地”“加油站”和“暖心窝”。

西宁市大通县

首家首家““红色幸福红色幸福
驿站驿站””启用启用

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幸福敬老院海拔超 4000 米，是青海省内高海拔敬老院之一。2016 年 10 月，幸福敬老

院建成并投入使用，设有医务室、餐厅、活动室、聊天室、棋牌室、室外广场等。2023 年，治多县幸福敬老院被授予

全国养老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记者 郭靓 杨红霞 摄

工作人员正在给大家倒奶茶。

老人们的日常休闲活动跳锅庄舞。 午饭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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