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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耀增 通讯员 贺永魁

清晨，雪后的德欠村静卧在大山

的怀抱中，山尖白雪皑皑，山下松柏翠

绿，炊烟袅袅，一派宁静祥和……

“ 你 看 看 ，这 是 我 们 村 的 文 化 广

场，是王书记到处协调联系给建的。那

是王书记为我们建的停车场，还有刚

修好不久的道路木质围栏……”1 月 27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

仙米乡德欠村的党支部书记曾新安边

走边告诉记者，他口中的王书记不是

别人，正是该村的第一书记王占魁。

德欠村地处脑山地区，距县城 90
公里，距乡政府 40 多公里，全村共 110
户 430人。

走进村级综合办公室，正在生炉子

的王占魁看到我们进屋便招呼着坐下，

还打趣道：“怪不得今早喜鹊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原来是有朋自远方来啊！”

在随后的交谈中得知，王占魁是2017
年被组织选派至该村并接续留任乡村振兴

的第一书记，至今已是第5个年头了。

第一次走进德欠村，王占魁看到

的是村道两旁乱堆的草垛，村委会办

公室就建在狭长河沟的乱石滩里。不

足 30 米的路程，出入一趟办公室，两脚

都是泥土。

就在那时，“一定要为乡亲们做点

啥”的念头在王占魁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上任当天，正赶上村里召开村民大

会，研究扶贫互助资金借用事宜，狭小

的村委会办公室容纳不下所有人，不得

已只能在办公室门前的乱石滩商议。这

是王占魁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情景。

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王占魁在

工作队员褚成林的陪同下，几乎走遍

了全村各户、各个角落，基本掌握了全

村概况和贫困户详细情况。“脱贫攻坚

真是党的一项润民、惠民、富民的好政

策，我真切体会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

也目睹了贫困户是如何靠政策一步步

富起来的……”说起脱贫致富，王占魁

感触良多。

在王占魁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曾

经 的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李 才 郎 东 主 家

里，李才郎东主正忙活着：把饲料倒入

食槽，将羊群赶进羊圈里，趁着羊群吃

料，又赶紧给小羊羔喂奶。

“家里有 5 口人，我有肝脏疾病不

能进行强体力劳动。老母亲已 90 岁高

龄，行动不便，妻子也因患慢性病只能

在家做做饭、料理一些家务。女儿现在

在家里住，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儿子

在外地打工，每年能带回家里的钱也

寥寥无几。”回想过去，李才郎东主一

脸辛酸。

为了帮助李才郎东主一家早日实

现脱贫致富，并带动更多群众发展养

殖业，王占魁成了他家的“常客”，聊家

常、讲政策。当了解到他家有 67 公顷草

场，本人也有搞养殖致富的想法，只因

缺资金而得不到发展。于是王占魁就

多次到乡政府、县扶贫局协调沟通。几

经周折，为村里 14 户贫困家庭申请到

了畜牧养殖发展项目，李才郎东主家

按比例也分到了 44只藏系母羊。

在李才郎东主两口子的精心喂养

下，当年的产羔率竟然达到了 100%。随

后，王占魁协调村里以投资收益的方

式将村级集体发展资金 10 万元用于李

才郎东主扩大养殖规模，又争取县里

给他奖励了 2 万元的奖补资金购买饲

料。尝到甜头的李才郎东主一家更加

努力了，几年下来从当初 20 多只羊，现

在最多达到了 400多只。

如今，李才郎东主家的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儿子现在也回家帮着照看

羊群。李才郎东主腾出手还干上了林

场管护员，每年又有近 2 万元的收入。

在他的带动下，现在全村 22 户脱贫户

全部发展畜牧养殖，努力走向致富路。

“王书记非常积极向各相关部门

反映情况、争取项目支持，在无数次的

努力下，经过州、县各级部门及领导的

协调，先后为村里修建了近 1200 平方

米的文化广场、近 500 米的道路木质围

栏、150 盏主道路路灯，400 平方米的停

车场和 8座涵洞桥。”曾新安如数家珍。

相信，在无数个像王占魁一样的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的辛勤努力

下，广大农牧民群众在乡村振兴的康

庄大道上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和发展。

脑山深处的致富脑山深处的致富““领路人领路人””

本报记者 李延平

1 月 17 日清晨，寒气袭人，而西宁

市城北区马坊街道盐庄村的会议室里

却人头攒动，处处欢声笑语，洋溢着一

派喜庆欢乐的气氛，村委工作人员和

村民正欢聚一堂，举行盐庄村 2021 年

度村集体经济分红大会。

分红大会现场，村民们依次在分红

发放清单上签名、摁手印，领取属于自

己的份额。看到分到手里的一沓沓沉

甸甸的现金，村民们喜笑颜开，纷纷拍

手称赞，在村“两委”班子带领下村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给他们带来了收益。

70 岁的马生旺双手接过那份属于

自己的红利，认真清点着，老人激动地

说 ：“ 现 在 我 们 的 收 入 一 年 比 一 年 多

啦。还是现在的政策好啊，村干部带

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不落一户，不落

一人。”马生旺家有 4 口人，一共领了

16000 元，每年年底都领到这份“年终

奖”，而且领的钱还越来越多，已经由

原 来 的 3000 元/人 ，提 高 了 现 在 4000
元/人。

今年 66 岁的施正云是村口疫情防

控值守点上的值守人员，拿到分红后

立马回到自己的岗位。对于这笔钱怎

么 花 ，施 正 云 早 就 有 了 自 己 的 打 算 ：

“这笔钱一部分留着过年，一部分还得

存起来，不能全花完了呀。家里新添

置了洗衣机和电脑，也置办了年货，买

了 新 衣 服 、买 了 肉 、对 联 也 已 经 写 好

了，现在就等着过年喽。”

“大家先扫一下门口的健康码和行

程码。”“没有手机的请在这个登记本上

做一下登记。”村民洪秉祥是一名老党

员，凡是村里有活动都会积极参加，现

在也是村口疫情防控值守点的值守人

员。洪秉祥高兴地拿出手机打开手机

短信给我们看：“你看啊，这是这个月的

高 龄 补 贴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每 个 月

348.6 元/人，我刚刚收到信息。我家有

六口人，分红共拿到了 24000 元，当这

‘年钱’拿到手的时候是说不出来的激

动，现在每年我们家庭收入有 10 万元

左右。收入越来越高了，生活越来越富

足了，日子更是越过越红火。”

城北区马坊街道盐庄村股份经济

红利发放已有三年，2016年 3月盐庄村

沿街商铺建成完工，2017年 5月对外整

租增加村集体收入，盐庄村召开集体

产权股份认定会议，大会之后认定人

员每人每年发放福利金 3000 元，通过

产权改革实现了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民。今年给村里界定日成员 383 户

1289 人每人红利 4000 元、界定日之后

成员 1000 元，本次共计发放集体红利

386.7万元。

如今的盐庄村已今非昔比，村内

设有棋牌室、休息室、残疾人康复室、

幸福食堂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在教

育方面也下足了功夫，村里读初中的

孩 子 都 能 到 西 宁 市 第 七 中 学 分 校 上

学 ，每 年 村 里 为 应 届 高 考 生 准 备 了

1400 元至 1600 元的鼓励资金，鼓励更

多孩子以学业为重，考上好大学。

“我们村的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

物业收入，包括沿街商铺租赁费、停车

场收费，以及村内停车位的收入。村

集体经济自主造血能力的提升，不仅

是村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更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动力。在这新的一年里，我

们计划盘活盐庄村便民市场资源，把

空的铺面租出去；村内划停车位，预计

能增加 40 个停车位；增加村内灌木种

植面积，增加绿化；有些路面塌陷了需

要重新铺设，从而改善人居环境。”盐

庄村党支部书记洪万云说。

村民变村民变““股民股民””新年新希望新年新希望

本报讯（记者 魏爽） 2月 8日，全

省宣传思想战线“全员大学习、业务大

比拼、作风大转变、能力大提升”专项

行动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赵月霞讲话。

赵月霞指出，今年我们党将召开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我省将召开

第十四次党代会，做好全年宣传思想

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省宣传

思 想 战 线 要 以 专 项 行 动 为 载 体 和 抓

手 ， 高 扬 “ 紧 跟 总 书 记 、 奋 进 新 时

代”鲜明基调，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宣

传 部 长 会 议 精 神 ， 按 照 省 委 “ 抓 大

事、迎喜事、谋新事、办实事”工作

要 求 ， 提 升 能 力 素 质 ， 振 奋 精 神 状

态，勇于担当作为，以宣传思想工作

新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胜利召开。

赵月霞强调，要着力强化政治学

习、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加

强作风建设，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深化“四力”教育实践，打造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

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要聚焦聚力固

底板、补短板、锻长板的总体思路，调

准焦距、找准落点，强化问题意识，坚

持目标导向，突出质量效果，打造特色

亮点，守牢工作底线，展现新作为新气

象，推动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开创

新局面。要精心组织、分类施策、跟踪

督导、狠抓落实，坚持以上率下，健全

制度机制，确保专项行动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

赵月霞在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全员大学习 业务大比拼
作风大转变 能力大提升”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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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芈峤） 2 月 7 日，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2021
年，西宁市按照“招龙头、补链条、聚集

群”招商工作思路，进一步强化产业链

招商，推动了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全市

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77 个，完成到位

资金 198.2 亿元，占全省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的四成，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05.4%，为全省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发挥了积极引领示范作用。

近年来，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恢

复发展中的多重矛盾问题，西宁市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与中部地区深化交

流合作，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主动跟

进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兰西城市群建设等

国家战略，大张旗鼓招商引资，做优存

量 、做 强 增 量 、做 大 总 量 。 截 至 去 年

底，第 22 届青洽会签约项目已落实 25
项，完成到位资金 44.3 亿元，实现项目

履约率 100%、开工率 68%、资金到位率

13.9%，均 超 额 完 成 省 定 三 率 目 标 任

务，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西宁持续聚力加快建设产业“四

地”，打造锂电储能、光伏光热、有色合

金高新材料、特色化工、生物医药和高

原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五大新兴产业

集群，构建了正负极材料、隔膜、铜箔、

储能电池制造应用的全产业链，千亿

锂电产业基地初具规模；形成了多晶

硅、单晶硅、切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

的全产业链；电解铝产业向轻量化、军

民融合方向发展，铝镁合金高新材料

产业园加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世

界一流的高性能碳纤维项目一期建成

投产，千亿特色化工产业集群加速迈

进；康美中药城、青藏高原特色生物资

源和中藏药产业集群被列为国家创新

型产业集群试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梳理“四地”建设重大项目 41项。

西宁市坚持质效导向，加强产业

链招商，加快构建了“创新引领、要素

协同、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现代产

业体系。重点打造锂电储能产业，已

落实青海弗迪年产 10GWh 刀片电池、

泰丰先行高能密度锂电材料智能制造

基地、鑫东恒锂电池配套顶盖及壳体

等 4 个项目；光伏制造产业已落实青海

高景年产 50GW 单晶硅棒、阿特斯年

产 10GW 直拉单晶硅棒、晶科能源年

产 5GW 单晶拉棒及切片等 6 个项目；

特色化工产业已落实江苏艾特克特殊

形貌氢氧化镁及镁铝水滑石项目；合

金新材料产业已落实中国建材集团西

宁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四川广鑫

年产 5 万吨工业型材等 11 个项目；医

药和高原动植物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已

落实卓尔智城医养小镇、北京宏远食

用菌种植基地及菌类食品精深加工等

10 个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已落实微医

集团互联网医院、西安中水数易西北

水利生态大数据产业园 3 个项目；高端

装备制造业已落实山东鑫西南全自动

交通运输领域轻量化铝合金结构件型

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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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晨） 2月 7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六稳”“六保”

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稳住第一

季 实现‘开门红’”的行动安排，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开展 2022 年“春风行动”公共就

业服务专项活动。

活 动 以“ 春 风 送 温 暖 就 业 送 真

情”为主题，计划从 1 月底至 3 月底，为

省内各类用工企业及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城乡劳动者搭

建有效的人力资源供需平台，多措并

举提供精准公共就业服务，确保全省

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动为

保供应保运转企业、高风险岗位职工

和其他就地过年务工人员提供稳岗留

工服务。同时，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引导农民

工节后有序外出务工。结合疫情防控

形势，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一系列招聘

服务活动。加大乡村振兴就业帮扶力

度，定点定向投放一批适合脱贫劳动

力就业的岗位信息。在此基础上，深

入 辖 区 企 业 了 解 掌 握 生 产 和 用 工 情

况，为有用工需求的企业提供用工指

导、人力资源平台搭建等服务，优先

支持保供应、保运转、重要产业链等

重点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用工。

此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加大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力度，落实职

业 技 能 培 训 补 贴 和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补

贴，鼓励各类培训机构紧盯适合农民

工就业特点设置培训课程，畅通劳动

保障维权渠道，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力度，坚决打击“黑中介”等违法

机 构 ， 进 一 步 规 范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秩

序。

我省全面启动我省全面启动20222022年年““春风行动春风行动””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2月8日，在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乡，热闹的
社火表演为硝水泉村村民送上民俗文化盛宴，让
广大村民从“青海年 醉海东”活动中品味河湟过
大年的年味。虽然当天天气严寒，但现场气氛热
闹红火，喜庆的锣鼓铿锵有力、催人奋进，欢快的
秧歌活力迸发、激情四射，广场上处处弥漫着欢
乐、祥和的浓浓年味，充满着爽朗、自豪、喜悦的欢
声笑语，焕发着发展、向上、兴旺的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陈俊 罗珺 摄

社火闹新春 群众乐融融

本报记者 陈 晨

“ 梦 ， 全 都 点 亮 ， 每 个 角 落 ，

每个地方；心，连在一起，汇聚成爱

的力量……”2022 年的央视春晚上，

零点钟声后，北京冬奥主题歌曲《点

亮 梦》唱 响 ，将 当 晚 氛 围 推 向 了 高

潮。节目中，廖昌永、李玟的深情献

唱与观众席中听障舞蹈演员和手语

老师的“无声伴唱”相得益彰，曼妙的

手语演绎流动的旋律，表达出残疾兄

弟姐妹的心声。

这 28 名来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的听障舞蹈演员中，就有一名来自青

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的听障姑娘祁常

敏。

祁常敏今年刚满 18 岁，这是她

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当接到

这次重大演出任务时，我十分开心，

机会太难得了，我很幸运，能够代表

全国八千多万残疾人站在春晚舞台

上，让全国人民看到新时代残疾人自

强不息的新面貌。”祁常敏的父亲告

诉记者，自去年 10 月，祁常敏被选入

参加春晚排练后，她一直很激动，排

练也很努力，作为父母，他们也为她

感到骄傲！

祁常敏在 3 岁的时候被确诊为

听力语言障碍，在海东市残疾人康复

服务中心进行了 8 年的康复治疗。8
年的光阴在她的内心深处孕育出舞

蹈的梦想。她热爱舞蹈，热爱生活，

在老师的教导和她自己的努力下，不

断展示出舞蹈天赋。2019 年，祁常敏

考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经过刻苦

学习，她脱颖而出，参加了北京春晚

等多场大型文艺演出，更被选中登上

了 2022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祁常敏的父母告诉记者，她之所

以能圆了自己的跳舞梦，离不开省残

联 等 部 门 对 残 疾 人 的 关 怀 与 帮 助 。

近年来，我省积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

救助项目，不仅为重度聋儿实施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还定期为术后聋儿进

行康复训练。祁常敏在 2013 年成功

装入人工耳蜗，如今，她已经可以进

行简单的对话。

无声的表演在央视春晚形成了

一道感人而亮丽的风景线，唱响了

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主旋律，展

现了残疾人自信、自强、自立的精

神风貌，传递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

青海听障姑娘登上央视春晚舞台青海听障姑娘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祁常敏参加2022年央视春晚。 祁永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