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红霞

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

迎新春。距离西宁市湟源县城 9 公里

的波航乡上泉尔村，却有另一番忙碌

又热闹的景象。

2 月 1 日，记者走进上泉尔村一座

寻常小院，院子左右两侧分别挂着湟

源兴泉养殖专业合作社、湟源泉胜劳

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两块牌子，电动

伸缩门的存在让这里区别于平常百姓

家。还未进门，一阵阵笑声传了出来。

“大家下茬，油加满，争取今晚做完。”

“好，大家加油！”……

院子里有不大的三间屋子，右边

屋里妇女们忙着加工，左边屋里村干

部和驻村干部忙着验收，上泉尔村驻

村第一书记李冬一边装验货品，一边

向记者介绍：“公司今年刚成立，第一

批加工的是来自省第五地质矿产勘察

院的 15000 个采矿样品袋，想着赶紧交

完第一批订单，给大家发工资，让大家

开开心心过个年。”

2023 年 6 月，新来的驻村工作队

发现村子里留守妇女比较多，“怎么才

能体现她们的价值？”驻村工作队一边

开展工作，一边细细谋划。“年轻人都

出去打工了，年纪稍大点的也想挣钱，

但没有出路，采矿样品袋技术含量不

高，培训一下就能干，我们通过多方努

力成立了这家公司，让妇女在家门口

就能实现就业。”李冬说。

1 月 12 日，湟源泉胜劳保用品加

工有限公司正式开业，8台缝纫机、2台

锁边机，14 名妇女开始了流水作业。

56 岁的村民赵玉兰有了人生中第一份

零工，“没想到这个年纪还能在家门口

就业，不仅能挣上钱，还能把家里照顾

好。李书记说了，农忙完了可以来这

里继续工作。”

14 名工人，平均年龄 50 岁，裁剪、

缝纫、锁边、穿绳，寻常的手工活儿成

了挣钱的手艺。眼看着临近过年，大

家干劲十足，为了赶工加班加点。“往

年这个时候忙着置办年货，今年都忙

着挣钱嘞。”做工的大姐一脸开心地挑

起了话头。“能挣钱，再忙点儿我也觉

得好。”“闲了钱从哪里来啊！”“忙忙碌

碌才是好年啊。”……大家争相说着自

己的感受，手上的活儿却一点也没慢

下来。

“前几天把家里都收拾利索了，今

年回娘家过年。”37 岁的央宗加入群

聊。央宗平常在外打工，冬天没活儿

闲在家里，村里办起厂子就过来帮忙，

“得努力挣钱，忙碌一点才能让生活变

得更好。”央宗说。

忙碌的不止村里的妇女。劳保加

工厂隔壁，传出一阵焊接声，张世云正

忙着给自家猪圈焊围栏，“打工刚回来，

把家里收拾收拾。”走进张世云家，冬日

的阳光洒在小院里温暖安逸，窗明几

净的屋内闻不出一丝炕烟味。“家里冬

天不烧炕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张世

云赶忙展示起电热炕：“去年 8月，家里

人打电话说装了电热炕。不烧炕看不

到烟，也没有炕烟味了，打工回来发现

村子里变得越来越好了。”张世云说。

“村里实施煤改电项目，110 户村

民家都安装了暖气和电热炕。从去年

7 月开始施工，忙了三个月，大家反馈

都不错。”村委会副主任颜增孝说道。

说起过去一年的工作，颜增孝用

一个字概括“忙”。“今年尤其忙，村里

的大事儿也多，煤改电项目、活动室扩

建，在驻村工作队的指导和帮助下还

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项目和

村污水管网建设项目，老年幸福食堂

也批下来了，就等着翻过年天气热了

动工。最忙的还是这个劳保加工厂，

驻村干部跑前跑后，办起这个厂不容

易，留守妇女在家门口有个挣钱的地

儿，看着她们忙忙碌碌，高兴啊！”颜增

孝细数着村子里的一件件喜事。

眼看劳保加工厂第一批订单要交

货了，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商量着年

后开工的事儿，“正月十五过完就得开

工，已经有 7 批订单了。春节后，污水

管网建设项目开工也需要劳动力，大

家勤快一点，不怕挣不到钱。”李冬说。

赶订单赶订单 发工资发工资 开心过大年开心过大年

本报记者 李庆玲

“客户柳女士下单了一个‘480 元

家政礼卡’，你们赶快打电话联系，问

清服务事项，约好时间上门服务。”

2 月 4 日 9 时，走进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威远镇，在互助互相家政集

团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互 助 家 政 集

团”）行政办公室，派单员马玉霞与同

事正在处理订单。在互助家政智能化

数据管理平台上，记者看到每隔几分

钟，就有一则新订单的提示。

临近春节，家家户户进入大扫除

模 式 ，互 助 家 政 服 务 市 场 迎 来“ 节 前

热”。马玉霞告诉记者，现在消费者打

开“互助家政服务”微信小程序就能迅

速下单各类家政服务，春节前两个月，

擦玻璃、清理厨房等服务需求迅速上

涨，每天订单多到“一工难求”。

互 助 家 政 集 团 负 责 人 文 海 炜 介

绍，互助家政智能化数据平台就像一

个“大厨房”，每天数以百计的订单从

这里派出，穿着统一工服、手执各色专

用清洁工具的专业家政工作者走进千

家万户服务消费者。

互助县西山乡麻莲滩村的靳占森

就是其中一个。刮去边角污垢，喷湿

玻璃表面，再用擦玻璃器左右来回擦

拭，不多时，原本布满灰尘的落地窗就

变得干净透亮，12 时 40 分左右，西宁

市城北区佳馨花园小区 2号楼，靳占森

擦完客户家的玻璃，在服务回执单上

收获了一个好评。

靳占森虽是“00”后，却是互助家政

集团从事擦玻璃工作的一个家政“老

手”。“平时订单量没那么多，这两天每天

都有订单，和同事合作一天最多能干 6
单，工资是平时的两倍左右。”靳占森说。

像靳占森一样，2023 年，互助县有

1.6 万余人直接或间接从事家政行业，

占 青 海 全 省 家 政 从 业 人 数 的 70%左

右，年劳务收入达 4.4亿元。

家政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互助县把家政服

务作为促进就业增收、推动共同富裕的

朝阳产业，不断培育壮大劳务品牌，推

动家政产业迅速发展，互助家政从一

种劳务现象升级成省级特色劳务品牌。

从 2022 年起，为了更深入地推进

家政服务产业，互助县制定《打造“互

助家政”名片、建设劳务经济发展示范

区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的

产业发展目标，成立家政产业联盟，包

括家政公司和金融、法律等企业，联盟

通过统一制定服务及产品标准，促进

全县家政行业规范发展。

互助县就业服务局局长伊顺年介

绍，互助县实施“六大工程”23 项措施，

建成由政府引导、校企合作、集团化运

作的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和家政智

能化数据平台，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运

营的服务模式，不断培养家政人才，助

力家政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互助现代家政实训基地，共设

立居家保洁、收纳整理、养老陪护、母

婴护理、上门做饭、市政保洁等为主的

25 项家政服务培训项目，同时基地配

备了各个家政工种的标准化实操间、

家庭场景模型和全套教辅教具，还在

家庭场景中引进智能家电设备，实现

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匹配。

“我们公司的家政人员大部分是

家庭妇女，去年她们在实训基地培训

了 15天，对擦玻璃、保洁等家政服务项

目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有了一技之

长，现在工作稳定了，每个月能有 4000
多元的收入。”互助洁悫家政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李琴英说。

培育劳务品牌、擦亮就业名片、带

动增收致富，互助家政的迅速发展，折

射出的不仅是居民消费升级，更提振

了市场信心、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

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叫响互助家政劳务品牌，互助县

将不断规范运营现代家政实训基地，

实施省级劳务品牌提质扩容项目，继

续拓展、发挥北京、无锡办事处辐射带

动作用，创建家政从业人员输出示范

乡镇，打造家政进社区示范点，培育专

业型家政服务人才，让互助家政服务

走进千家万户。

叫响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叫响互助家政劳务品牌

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记者来走进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族特色非遗工坊和大通县
文化馆，欢腾的皮影表演、惟妙惟肖的剪纸、做工精致的青绣……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让游客
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区域之间，踊跃体验、热闹非凡，浓厚的春节氛围和非遗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现场特别邀请了几位非遗传承人为大家现场指导，满足游客赏非遗、知非遗、购非遗需
求，感受到了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带来的“非”凡魅力。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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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车间。 本报记者 杨红霞 摄

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今年 1
月，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民政局

为 140 户低保户、特困户、孤困儿童发

放资金 14 万元，对存在暂时性生活困

难的 72 户一般家庭，发放资金 14.4 万

元，为 130 户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救助，

发放资金 85.69万元。

大通县民政局联合乡村振兴、住

建、医疗等部门开展社会救助对象主动

发现探访巡访工作，全面建立困难群众

主动发现机制，通过充分发动基层组

织，重点监测全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

庭、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

严重困难户六类家庭。利用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信息，对已保障困难群体和

纳入监测的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重

病重残家庭开展常态化排查走访，确保

及时发现、及时救助。

2023 年，大通县共摸排困难群众

66182 户 247946 人，认定农村低保边缘

家庭 439 户 1657 人，农村支出型贫困家

庭 82 户 381 人，新增农村低保 1153 户

1842 人，新增农村特困供养人员 103 户

109 人。大通县民政局将积极推行“资

金+实物”救助模式，有效解决城乡困

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

难，确保活动落实到户，惠及于民。

大 通

为为342342户困难群众户困难群众
发放资金发放资金114114..0909万元万元

本报海东讯（记者 李庆玲） 1 月

31 日，“民和县 2024 年度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暨灾后重建专项培训（装载机）培

训班”开班仪式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官亭镇政府会议室举行，标志着

民和县灾后重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

面启动。

为了切实帮助灾区劳动力就近就

地实现就业，努力为重点灾区重建提供

人才支撑，大力推进灾后重建工作，民

和县就业服务局针对 6 个重点受灾乡

镇人员的培训需求，重点开展抹灰工、

瓦工、挖掘机司机、装载机司机、推土铲

运机司机、叉车司机、焊工等 600 人的

“订单、定岗”培训，提升重点灾区劳动

力职业技能水平。

据了解，目前官亭、满坪、甘沟等乡

镇组织的装载机、挖掘机、焊工、瓦工、

抹灰工等五个工种 250人的培训已全部

开班培训，其余 350人的“订单、定岗”培

训将在春节前全部开班。民和县就业

服务局积极主动与中交、中铁、安能、海

东公路总段等施工单位对接，对优先吸

纳灾区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达成共识。

民 和

开展灾后重建开展灾后重建
职业技能专项培训职业技能专项培训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王宏
霞） 2 月 2 日，青海局部地区出现中到

大雪，部分地区气温低至-21℃。低温

天气叠加春节用电高峰期，导致全网用

电量和用电负荷迅速增长。国网青海

省电力公司迅速贯彻落实“全省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工作

部署，多举措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对电网

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全力确保电网迎峰

度冬、安全稳供。

面对此轮降雪天气，国网青海电力

于2月1日10时迅速启动暴雪蓝色预警，

截至2月2日12时，青海电网共计发布各

级预警 19项。预警期间该公司各部门、

各单位紧密联动，密切关注寒潮雨雪天

气情况，加强电网调度管理、设备特巡检

视、应急抢修物资装备检查等各项工作，

取消 10千伏及以下计划停电作业任务，

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

供应。经排查，省内输电线路无覆雪、覆

冰情况发生，全省电网运行正常。

国网青海电力加强安全管控，强化

应急保障。前置部署了 252 支抢险队

伍，备齐了抢险装备和物资，公司系统

各级运检单位同步启动 24 小时应急值

班值守，一旦发生故障停电将第一时间

组织抢修处置。同时，对应急抢修作业

实行“高一级审批，高一级到位”提级管

控，严格落实“十不干”“五级五控”，按

照“抢险不冒险”原则科学开展抢修。

利用“立体巡检+集中监控”模式对输

电线路及设备进行运维和排查，针对青

豫特高压直流、青藏联网工程等重要跨

区电网线路及 7 条省内 750 千伏重要

输 电通道开展特巡，对省内易覆冰线

路区段以及重要客户、重负荷等线路细

致开展覆冰、覆雪、风偏观测，全 面 排

查治理极端天气下易引发杆塔螺栓松

动、导地线断股等隐患缺陷，以多项加

强措施，牢牢守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

国网青海电力

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陈贇业 通
讯员 万明） 2 月 2 日，记者从青海机场

有限公司格尔木机场分公司获悉，2024
年 1 月，格尔木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

292 架次，旅客吞吐量 2.5 万人次，同比

实现翻番，增长率达 100%和 120.4%，运

输生产迎来“开门红”。

1 月，格尔木机场抢抓市场机遇，

提前研判旅客出行结构，及时掌握旅客

出行意愿，积极与执飞航空公司沟通协

调，增加运力、推出特惠机票，加密成都

航班、恢复西安早班，周航班计划执行

量增加至 14 架次。同时，机场联合携

程网设计格尔木直飞和经西宁、西安中

转 特 惠 机 票 优 惠 券 300 张 ，并 在 携 程

App 进行专项宣传，拉动了客座率的提

升。此外，为全面做好春运旅客服务保

障工作，机场优化升级“悦翔昆仑”服务

品牌内容，针对首乘旅客、公商务旅客、

中转旅客、军人军属、老年旅客、儿童旅

客等不同群体出行需求，在航站楼设置

真情服务岗、爱心通道、军人军属休息

区等，为广大旅客营造了安全温馨的出

行环境。

格尔木机场

运输生产迎来运输生产迎来““开门红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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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1 月 28
日起，西宁市湟中区组织区应急管理

局、区公安局、区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单

位开展“进村入企敲门”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暨法治宣传行动，将持续至 2月 6日。

行动紧盯道路交通、森林草原防灭

火、燃气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易发多发

的薄弱区域、重点领域、关键行业，重点

排查整治林区输配电线路、油气管道生

产施工等方面火灾隐患，金属冶炼、粉

尘涉爆、有限空间等领域重大事故隐

患。同时，加强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

经营性自建房、老旧小区、沿街门店和

“九小场所”等场所的排查检查，持续深

化“问题气”“问题瓶”治理，从源头防范

和减少风险隐患的发生。

行动汇聚法治专业力量，深入基层

一线全方位、多角度，通过“入户排查宣

传”、集中排查、“互联网+安全宣传”等

普法宣讲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的安全意

识，提高群众的自救能力。深入各乡镇

重点地区摸排线索、收集信息、化解矛

盾纠纷，坚决防止重大恶性、群体性事

件发生。据统计，截至1月30日，湟中区

累计检查单位2729家，排查隐患618项，

整改完成 386 项，责令限期整改 232 项。

通过“地毯式”排查，筑牢安全生产坚固

防线，确保全区人民平安祥和过节。

西宁市湟中区

““进村入企敲门进村入企敲门””排查安全隐患排查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