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徐鹏飞6

近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公安局多形式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

动，打好“党建+反诈”组合拳，提高群众

识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能力。

将党建与反诈工作相结合，各基层

党支部全面协调村警工作人员不定期

在警民联系微信群中推送相关电信网

络诈骗、养老诈骗预警防范提示、防诈

骗知识等消息，进一步提醒居民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要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

坚持以党建引领将反诈宣传多渠道走

进千家万户，让广大群众通过身边的典

型案例充分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

和犯罪分子惯用手法，不断提高自我防

范能力，杜绝侥幸心理。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深入辖区社区、村

委会广场、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地开展

“防诈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讲解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群众介绍诈骗惯用手法及作案方式，并

走进群众家中向群众详细介绍“国家反

诈中心”App 和“金钟罩”小程序的各项

功能。 （大通公安）

打好“党建+反诈”组合拳 守护好群众养老钱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尔

镇党委聚焦“选、育、管、用”四个关键环

节，壮大乡村振兴新生力量。

精 心 选 苗 ，建 好 村 级 人 才“ 蓄 水

池”。严格按照“两荐一审一谈一公示”

基本程序，统筹现任村干部、退役军人、

返乡毕业生等人才资源，按照一村一

册、一乡一库，分类建立台账，储备 160
名后备人才。

悉心育苗，锻造后备干部“硬实力”。

坚持“培训+实践+帮带”相结合，将后备干

部纳入冬春训和党训班，通过结对帮带、

轮岗锻炼，让后备干部熟悉村情、掌握技

能，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搬迁、地质灾害

避让等村级事务中，打牢群众基础。

用 心 管 苗 ，搭 建 后 备 干 部“ 成 长

梯”。依托村级后备干部“梯次管理、三

色预警”工作机制，对后备干部逐一谈

心“过筛”，建立后备干部现实表现纪实

台账，从“五个维度”和讲好普通话等方

面进行测评，作为选用参考。

动态用苗，激发后备干部“动力源”。

坚持“备用结合、动态调整”原则，村“两

委”干部空缺时，优先从日常表现突出、

熟悉掌握村情的后备干部中进行“补

位”，确保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良性发展。

（大通县塔尔镇）

聚焦“选育管用”壮大乡村振兴新生力量

今年以来，西宁市湟中区公安局严

格落实基层党建“六个一”工作要求，立

足“强政治、强班子、强党员、强作用，”

深化党建品牌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互融共促。

以“政治功能强”为基点，巩固基层

基础。通过开展集中学习、专题辅导、书

记讲党课等活动，引导党员民（辅）警不

断坚定理想信念。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上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修课，使组

织生活“党味”浓、“鲜味”够、“辣味”足。

以“支部班子强”为引领，强化堡垒

作用。以 26 个党支部书记届满换届工

作为抓手，通过“责任化+项目化+清单

化”形式，因地制宜选优配强支部班子

队伍。同时，定期开展党务工作者“充电

蓄能”活动，分批次组织局属 26 个支部

开展“错峰”学习，为提升党员能力素

质、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战斗力打下

坚实基础。

以“党员队伍强”为目标，提升业务

能力。按期组织党员开展集体学、警示

学、观摩学等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推

动党员民（辅）警在“干中找不足、在学

中提能力”；持续优化线上学、线上测学

习模式，通过短信推送每日学、智慧警

务终端每月测，实现人散“课不停”，全

力引导党员民（辅）警队伍在思想上画

出红线，在行动上巩固底线。

（湟中组 湟中区公安局）

湟中区公安局：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青山乡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周密安排部

署，积极宣传动员，强化责任落实，多措

并举推进全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

坚持党建引领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工作，利用党委会、乡村干部工作例会

定 期 安 排 部 署 地 质 灾 害 避 险 搬 迁 工

作。严格按照“定目标、定时间、定责

任”的原则，建立包村领导、驻村干部、

村“两委”班子成员上下联动的长效工

作机制，及时分析、研究、解决搬迁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坚持从群众利益出发，与群众“面

对面”交流、“一对一”讲解，及时向搬迁

户提供房源资料，详细讲解安置点的住

房质量、内外环境、配套设施等，帮助群

众算搬迁“经济账、生态账、长远账”，切

实增强群众搬迁意愿，打消避险搬迁的

后顾之忧。

青山乡将持续强化工作举措，结合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治工作，紧盯搬迁工作中的“疑难杂症”

和薄弱环节，及时分析原因，找准突破

口和切入点，让群众早离“忧居”、早住

“优居”。

（大通青山乡）

大通县青山乡：多措并举让群众离“忧居”住“优居”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建成政治功能强、

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业务能力强

的“四强”党组织为目标，推动形成奋发

有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确保人社

各项工作走在前显实效。

聚焦精准服务，做到稳定就业走在

前。依托“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点

对点劳务输出”等公共就业专项活动，

以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为出发点，摸排走

访就业困难人员，切实帮助低收入人口

就地就近就业。

聚焦稳岗扩岗，做到为企纾困走在

前。持续推进稳岗返还政策实施，严格

执行四级审核制度，确保惠企援岗政策

及稳岗资金发放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

支持企业纾困发展。

聚焦正风肃纪，做到清正廉洁走

在前。坚持把作风过硬作为模范机关

建设的根本遵循，自觉对照 《条例》

规定深入开展党规党纪、以案明纪教

育，强调违规吃喝“十严禁”等纪律

要求，紧盯就业创业、社保基金风险

防控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固

根本、利长远的监督制约机制，持之

以恒纠正“四风”。

（大通人社）

大通县人社局：三个“聚焦”助推人社工作走在前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

镇针对农村党员教育质量提高难的问

题，以“三个注重”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培

训，切实增强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

注重学习需求，确保培训高质量。

坚持把加强农村党员教育管理作为党

的建设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走访与调

研，了解党员需求，从培训方式、课程设

置等方面着手，通过运用案例分析、情

景模拟、课堂教授等方式开展培训，切

实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注重分层推进，确保培训全覆盖。

通过集中轮训+理论宣讲+在线学习等

方式，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充电

课堂”，不定期组织入党积极分子、预备

党员等开展教育培训。同时，对年老党

员采取送学上门的方式，让党员在家中

了解党的政策和乡村发展；对流动党

员，利用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实时发布

党的创新理论等内容。

注重工作落实，确保培训出实效。

立足本镇实际，通过“我是党员我先行”

等方式，在环境卫生整治、防汛防火工

作中开展“亮党徽见行动”活动。截至

目前，围绕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焦点问题，深入开展政策宣传 95 余次，

发放各类惠民政策宣传单 500 余份，组

织志愿服务 50 余次，累计服务群众达

800余人。

（大通县长宁镇）

大通县长宁镇：有效提升农村党员教育培训质量

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

兰县把发展党员工作作为夯实党建基

础的重点工作来抓，以“严格标准把关、

严把资格审查、严抓培训落实”三举措

提升发展党员质效。

严 格 标 准 把 关 ，提 升 发 展 党 员 质

量。严把入党积极分子“思想关”，按照

党章规定把标准合格、政治成熟、业务

精湛、作风过硬、品行端正、群众认可作

为 重 要 依 据 ，今 年 计 划 发 展 指 标 70
名。坚持向农村、牧区一线倾斜指标，

2023 年 发 展 农 牧 民 党 员 20 名 ，占 比

26.7%；2023 年取消发展资格 1 人，坚决

杜绝“带病入党”。2024 年列入入党积

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 24名。

严 把 资 格 审 查 ，规 范 发 展 党 员 程

序。围绕发展党员 5 阶段 25 个步骤，制

发《发展党员工作流程》，落实“谁发展

谁负责”责任，明确申请入党、入党积极

分子、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预备党

员 转 正 5 个 关 键 环 节 具 体 工 作 内 容 。

联合相关部门进行政审联审，对审查发

现问题形成清单，反馈至基层党组织立

查立改。

严 抓 培 训 落 实 ，做 好 发 展 党 员 教

育。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提升发展

党员质效，线上运用新媒体平台转载领

袖思想、党务知识、典型案例；线下以理

论授课+闭卷测试+实践教育活动等途

径拓展培训深度。2023 年举办 2 期 173
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培训班，发

放《新编基层党务工作手册》80本。

（乌组）

乌兰县：三举措提升发展党员质效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

乡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扛牢政治责任，建立绿色“标尺”，严

守生态红线。

坚持党建引领，形成工作机制“组

合拳”。围绕“党建红”形成“3+5+N”的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机制，围绕“河湖清”

实现辖区单位共建共联，围绕“生态绿”

健全“五员合一”生态管护机制，全力锻

造生态保护“先锋队”，持续打造“党建

红、生态绿、河湖清”党建品牌。

坚持保护为先，奏响生态研学“交

响 乐 ”。 依 托 辖 区 内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9%，拥有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植

物的生态优势，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

打造生态研学基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展示宝库生物多样性的魅力。

坚持以绿赋能，下好绿色发展“先手

棋”。宝库乡肩负西宁市70%市民的饮水

安全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的责

任，在持续推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持续打

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沙棘、柳茶等特

色产品，让绿色发展成为惠民工程，绘就

山水宝库新底色。 （大通县宝库乡）

党建引领执“绿”为笔 绘就山水宝库新底色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

镇坚持“农业立镇、产业兴镇、生态靓

镇、文化活镇、组织强镇”发展思路，将

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

新动能。

走好特色农业立镇之路。强化党

建引领、龙头带动、技术支撑。发挥甘

树湾景兴联合社带动作用，打造千亩冷

凉蔬菜标准化基地，探索“党组织+合

作社+基地+农户”新模式。

走好活力产业兴镇之路。坚持党

建引领，村企共建抱团发展，推进休闲

农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助推山城岭

洋芋粉条等特色产业走向全国。

走好绿色生态靓镇之路。构建党

支部、群众多联互动，实施高原美丽乡

村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修建等项目，

提升辖区整体面貌。

走好乡土文化活镇之路。健全治理

体系，创新“人文景阳码上办”便民服务，

深挖文化底蕴，发扬景阳曲艺、哈门青绣

等民间技艺，注入乡村文化振兴新活力。

走好先锋组织强镇之路。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落实党费收缴、

“四议两公开”，开展无职党员星级化管

理，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通组 大通县景阳镇）

走在兴镇路上的景阳

近日，青海天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党支部结合公司追偿案件清收

工作实际，逐条梳理，逐项研究，连

续召开 4 期担保代偿及追偿工作专题

会，调整追偿工作的处置跟进措施，

进一步提高了追偿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强化领导，全员发力。公司党支部

充分发挥引领力、凝聚力和推动力，牵

头对追偿案件再梳理、再分类，群策群

力，全面摸清底数，找出堵点，明确重

点，细化措施，对标对表，责任到人，全

力推动追偿工作进度。

多措并举，力求实效。准确把握总

体要求和行动目标，从完善追偿机制、

健全清收制度、强化清收队伍建设三个

方面强化追偿工作机制，灵活运用诉讼

及非诉各种追偿措施，加强对追偿清收

工作的统筹和协调。

加强督导，强化落实。在巩固前期

清收成果的基础上，定期对追偿案件进

度进行研究分析并召开专题会议，加强

对追偿清收工作的检查督导，最终实现

代偿业务的“应追尽追、应追快追”，审

慎稳步推进债务防范化解，提升公司风

险防控能力。

（吉星燕）

青海天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以党建为引领 强化追偿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

国 有 企 业 重 要 的 政 治 优 势 和 组 织 优

势。”近年来，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积极探

索党建工作新模式和开展新路径。

西宁公交集团以问题为导向，精准

把脉，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业务，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思想

同心、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落实党的建设

“四同步”“四对接”，围绕“书记抓党建、

党建抓书记、党员齐上阵”的工作思路，

真正发挥党建工作在国有企业中的保

障作用，以党建促运营，实现互融共通，

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服务

力、战斗力，切实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国

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项目辐射，推动党建经营深

度融合。为不断提升国企基层党组织

在 经 营 生 产 中 的 政 治 功 能 和 服 务 功

能，促进企业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集团各党组织全面推广“党建

引 领 经 营 一 体 化 ”项 目 。 通 过“ 一 体

化”项目推广，切实将党的领导有效贯

穿到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在政治

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最新成果指导业务工作实践，

在思想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充分发

挥党支部在业务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在组织建设上推动深度融合；持之

以恒强化正风肃纪促进作风建设，在

监督执纪上推动深度融合；坚持党建

与业务工作“一盘棋”，在制度机制上

推动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营运安全服

务能力不断提升，百万公里事故起数

0.84 起，同比下降 35.38%。

擦亮党建品牌，发挥基层战斗堡

垒 作 用 。 积 极 探 索 基 层 党 建 融 入 大

局、服务大局的新路径，开展“一企业

一 品 牌 ，一 支 部 一 特 色 ，一 党 员 一 闪

光”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各级党组织

紧盯主责主业，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

经营的契合点、着力点和融合点，创建

“ 党 旗 引 领 争 当 先 锋 ”“ 温 馨 服 务 从

‘心’开始”等具有公交行业特色的党

建品牌，形成了以党建促业务、以融合

促发展的工作格局。

打造“红色车间”，促进企业发展提

质赋能。聚焦组织设置在车间一线、红

色阵地在车间一线、党员“三亮”在车间

一 线 等 目 标 任 务 ，创 新 打 造“ 红 色 车

间”，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

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企业以生产车

间为阵地，布置宣传栏、阅读角等载体，

为车间一线党员、职工进行学习交流、

开展组织生活提供了便利。为赋能企

业生产经营，探索建立党员结对“1+N”

机制，成立红色先锋队 1 个，形成“师带

徒”10 对，做到了“帮学习强党性，帮业

务提能力”。

西宁公交集团以一抓到底的决心、

持之以恒的韧劲、务实管用的举措，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奋力谱写现代化新

青海、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的

征程上不断贡献公交新力量！

（西宁公交集团）

精准施策助推基层组织建设

本报记者 陈 俊 谢梦茹

夜幕降临，当河湟文化踏着黄河文明

的节奏散发魅力，当“花儿”艺术在精彩演

绎中绽放光芒，河湟谷地的活力与生机从

此处迸发。

6 月 27 日晚，海东市体育中心灯光璀

璨、人声鼎沸。20 时 30 分，当绚烂的烟花

绽放夜空，以“传承黄河文明 弘扬河湟文

化”为主题的 2024 年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

节正式拉开帷幕。

开幕式上，节目演出精彩纷呈，向观众

生动讲述黄河故事，展现河湟文化。

由大型歌舞表演《彩陶之河》《屯田兴

农》组成的上篇“河湟文明 交融天下”，鼓

点震撼，节奏澎湃，身临其境的表演将观众

拉回千年前的河湟谷地，沉浸昔日的丝路

辉煌，一同探寻古韵河湟的历史脉搏。

“一面等你四千年，走过万水千山，尝

尽苦辣酸甜，只为等待你的出现”，一曲《一

面见你四千年》，韵律动人，婉转悠扬，将河

湟的故事娓娓道来。

黄河，以博大的胸怀孕育了华夏文明，

滋养了独特的河湟文化。海东，作为河湟

文化的发祥地、核心区、承载区，肩负着赓

续黄河文脉、传承河湟文化的历史使命。

流传已久的河湟“花儿”，不仅是河湟地

区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更是多民族文化

交流与情感交融的重要载体。在多民族聚

居的海东，“花儿”的魅力在新时代得到充分

彰显，焕发出全新的艺术底蕴和文化价值。

“海东是祖国的好地方，彩陶是宝藏，

拉面业兴旺，青绣们漂亮，青稞的美酒儿飘

香”“天下嘛有名的三江源，青海是源头的

红牡丹，好花儿开下的千千万，端唱个海东

的大发展”……歌声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柔

美缠绵，海东河湟花儿艺术团带来的“花

儿”系列演唱《海东的变化实话大》，把海东

的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赞起来、

唱出来。

挥舞荧光棒，手上轻轻打着节拍，观众

的呐喊与互动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手热

情洋溢，把“花儿”越唱越精彩，越唱越响亮。

曲终意未尽，“花儿”小调依然悠扬回响，

开幕式散场，河湟文化的传承发展仍在接续。

近年来，海东市积极搭建河湟“花儿”

展示交流平台，以“花儿”为媒，全面展示河

湟文化魅力，将“花儿”艺术作为增强河湟

文化生命力传播力影响力的重点，以此推

动沿黄城市之间相互交流、深化合作，进一

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丝路花儿艺术节的盛大启幕，是青海

坚持传承黄河文明、弘扬河湟文化的一个

鲜明写照，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

践中，不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更将促进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河湟文化传播得更

加久远，黄河文明传承得更加灿烂。

——2024年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式现场见闻

丝路花儿精彩绽放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陈俊 谢梦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