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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融机构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园北街支行
原金融机构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花园北街 56号

金融机构编码：B0223S263010006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26日

原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青海监管局

原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1034156

原金融许可证发证日期：2022年 03月 16日

金融许可证变更日期：2022年 09月 26日

批准机构变更文件：《青海银保监局关于青海银行花园

北街支行更名的批复》（青银保监复〔2022〕100号）

批准机构变更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

海监管局

新金融机构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海路支行
新金融机构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西海路 54号

金融机构编码：B0223S263010006

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海监管局

新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1034566

新金融许可证发证日期：2022年 09月 26日

原金融机构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路支行
原金融机构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 26—

1 号

金融机构编码：B0223S263010046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 12月 26日

原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青海监管局

原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1034183

原金融许可证发证日期：2022年 03月 16日

金融许可证变更日期：2022年 09月 26日

批准机构变更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

海监管局

新金融机构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河路支行
新金融机构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黄河路 9 号 6 号

楼 9-3号

金融机构编码：B0223S263010046

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海监管局

新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1034565

新金融许可证发证日期：2022年 09月 26日

金融许可证信息变更公告
近年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立

足实际，实施本土人才培育工程，激发

乡村振兴人才动能，把发展食用菌作

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抓手。经过大力培育，食

用菌产业在促进农业增效、农业结构

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伴随产业的发展，一些制约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大

部分菌农采取露天装袋、露天灭菌、露

天养菌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设施设

备落后，无法保证食用菌安全、标准化

生产需要；食用菌种植基地科研与生

产联系不够紧密，技术人才队伍匮乏，

全县能够做到标准化栽培的技术人才

数量少，菌农需要的技术服务跟不上，

严重制约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为了破

解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难题，民和县积极开展“招智引技”行

动，通过青海省第三届人才项目洽谈

会柔性引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用菌

专家杜双田教授，帮助开展食用菌技

术服务、人才培养 ，通过举办专题培

训、实地察看、现场指导等方式解决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

议。同时选派一批优秀技术骨干到高

校院所深造，使得产业人才结构不断

优化，为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人

才支撑。 (民和组)

“引育并举”培养人才 助推食用菌产业发展

启 事
中基天瑞（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青 海 分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630103MA759RJB8Q，发 照 日 期 ：

2020年 5月 27日，声明作废。

中基天瑞（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分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中基天瑞

（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遗失，编号为

6301012275690，声明作废。

中基天瑞（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分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启事：西 宁 市 城 中 区 好 客 小 吃 店 的

JY26301030062812 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声明遗失。

启事：海东市同创置业有限公司与祁

德民签订的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

碾伯镇祥瑞大街 5 号壹悦府的合同编

号 为 YS02022022003390、房 屋 代 码 为

60857241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声

明遗失。

启事：青海丽水莲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17 年 7 月 13 日开具给张静位于

鼎 和 家 园 11 号 楼 12807 室 的 金 额 为

7480 元的 0068953 号、金额为 38016.34

元的 0068952号房款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袁文峰的金额为 48638.15 元的

0002293803 号北京市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声明遗失。

启事：大众街 293号院 1单元 5楼 501室

丁秀花的 081号回迁安置证声明遗失。

启事：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孔

祥坤的 181154号警官证声明遗失。

启事：星钰茹的 O630012927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本报讯（记者 陈俊 罗珺 李庆玲）
9月28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2022年

9月27日0时至24时，民和县新增2名阳

性人员，均在集中隔离管控人群中发现，

目前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海东民和新增海东民和新增22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国庆节

来临之际，为确保西宁市重要民生商品

量足价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

获得感，西宁市定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在全市开展为期 3 天的平价肉菜蛋

惠民活动，供应品种有西红柿（粉色）、

黄瓜、陇椒、蒜薹、长茄子、大白菜、上海

青、鲜牛肉、鲜羊肉和鲜鸡蛋。

平 价 供 应 品 种 销 售 价 格 ：西 红 柿

（粉色）2.3 元/500 克，黄瓜 1.65 元/500

克，陇椒 3.5 元/500 克，蒜薹 6.5 元/500
克，长茄子 2.3 元/500 克，大白菜 0.8 元/
500 克 ，上 海 青 1.8 元/500 克 ，鲜 牛 肉

40.5 元/500 克，鲜羊肉 35.5 元/500 克，

鲜鸡蛋 6.0元/500克。

西宁市四区设置平价蔬菜供应网

点 155 个（四区政府平价蔬菜店 85 个、

重 点 商 超 37 个 、连 锁 便 利 店 33 个），

牛羊肉平价供应网点 26 个，鸡蛋平价

供 应 网 点 39 个 。 各 平 价 供 应 网 点 在

销售专区统一悬挂“西宁市政府平价

蔬 菜 销 售 网 点 ”“ 西 宁 市 政 府 平 价 牛

羊 肉 销 售 网 点 ”“ 西 宁 市 政 府 平 价 鸡

蛋销售网点”横幅，并公示商品名称、

价格及监督电话。同时，广大群众须

严格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做好个

人防护，在各平价销售网点管理人员

统 一 引 导 下 有 序 进 行 采 购 ，不 扎 堆 、

不 聚 集 ，确 保 此 次 平 价 销 售 活 动 安

全、惠民、高效。

西宁市开展国庆节平价肉菜蛋惠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9 月 27
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

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

种苗工作的意见》和《全国林木种质资

源 调 查 收 集 与 保 存 利 用 规 划 (2014—

2025 年)》要求，2018 年由省林草局启动

的青海高原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工作，经

过三年调查，将调查成果汇编成《青海

林木种质资源》于近日出版发行。

此次调查对我省境内自然分布和

人工种植的林木种质资源、古树名木资

源和珍稀濒危特有保护木本植物等从

物种多样性，地理分布，资源数量，珍

稀、濒危、特有及保护现状等方面开展，

是我省林业系统迄今为止调查范围最

广、信息最全、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林

木 种 质 资 源 调 查 。《青 海 林 木 种 质 资

源》，记载了青海省林木种质资源 549
分类单位(430 种、12 亚种、79 变种、8 变

型、20 品种)，隶属 47 科 138 属，该书分

上下两册，共 155万字。

据了解，《青海林木种质资源》的出

版，填补了青藏高原林木种质资源研究

的空白，为青海高原林木种质资源保

护、收集、研究、评价和利用提供了科学

依据，为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规划布局

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编定青海高原林

木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规划、林木

种苗产业发展规划和制定林木种质资

源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青海林木种质资源》正式出版发行

本报记者 罗珺 通讯员 张志 李婉君

9 月 26 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林川乡，处处麦浪滚滚、机声隆隆，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中，收割机来回穿

梭，一片片颗粒饱满的小麦、青稞被

“收入囊中”。

今年 4 月，全国上下吹响撂荒地

整治“清零”攻坚战的冲锋号，林川乡

奋勇当先、立足实际、精准整治、持续

发力，坚持“藏粮于地”，牢牢守住耕地

红线，全力抓好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工

作，按照“逢荒必治”原则，整治撂荒地

227 公顷，完成“非粮化”耕地销号清

零 ，2022 年 全 乡 农 作 物 播 种 总 面 积

5557 公 顷 ，兑 补 农 业 支 持 保 护 补 贴

804.2206 万元，实实在在让老百姓底

气更足、积极性更高，端牢自己手中的

饭碗。

昔 日 的“ 撂 荒 地 ”变 成 了“ 藏 粮

田”，农民群众的“粮袋子”装得更满

了，丰收成色也更足了。

坚持向科技要产量，是促丰收的

关键。

走进林川乡马家村千亩油菜示范

田，广袤的田野上油菜秆粗荚实，种植

户们纷纷抢抓当前晴好天气收割油

菜，“丰”景美如画。

马 家 村 是 处 于 脑 山 的 一 个 小 村

庄，受气候、位置影响，农作物产量少、

村民收入低。

年初，村党支部提出打造千亩连

片覆膜油菜田，在村干部、党员带头

下，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千亩连片

覆膜油菜田也在乡党委、政府的大力

帮助下顺利实施。

同时，林川乡坚持“藏粮于技”，大

力推广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

用，积极开展农田减肥增效项目，邀请

农业“科技特派员”走进田间地头，让

农业与科技深度融合。

“今年受雨水天气影响，农作物普

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我们

种的油菜也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是连

片、覆膜种植，产量较往年还是增加了

不少，今年的油菜不光够家里吃还能

卖钱哩，真是丰收咯！”油菜地里，村民

一个个乐开怀，你一言我一语表露出

丰收的喜悦。

装满了群众的“粮袋子”，自然也

要让“钱袋子”鼓起来。

海拔高、气候冷、底子薄、产业弱、

基础差是林川这个脑山地区最现实的

短板。

想要农民致富，必须得转型。林

川乡深挖地区自然优势，利用海拔高、

气候冷凉的特点，大力发展高原生态

经济，先后实施了高原冷凉蔬菜、供港

蔬菜种植、荷兰豆种植等项目，推动产

业转型、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行 走 在 林 川 乡 许 家 村 的 田 间 地

头，无论是一片片纵横交错的蔬菜田

地，还是在一座座温室大棚里，菜农正

忙着将一垄垄长白葱、一颗颗娃娃菜

整整齐齐摆放在即将出发去西宁、县

城蔬菜市场的运输车上，“长势好、价

格高，一亩长白葱就都能卖到 15000
元呢，今年的收成不赖。”许家村致富

带头人权国弼高兴地说。

千亩荷兰豆秧进入采摘期以来，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三五成群的村

民就在荷兰豆田里背着背篓、挎着篮

子忙着采摘豆秧，装筐、搬运、分拣，每

个环节衔接有序。“我每天都来摘豆

秧，一天就能挣 120 多块钱，家就在村

里，来这里干活很方便，既开心又挣

钱。”来自周边唐日台村的村民马秀英

说。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自己

蔬菜大棚忙碌的权国弼充满信心地

说：“我今年种的蔬菜，光是长白葱、白

菜 ，收 入 就 已 经 达 到 3 万 元 以 上 了 。

现在，西红柿、辣椒等长势喜人，估计

还能有几万元的收入。”

“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

甜，越走心越甜……”欢快的歌声传递

出村民的喜悦。

万亩良田铺展丰收画卷万亩良田铺展丰收画卷
本报讯 （记者 叶文娟） 9 月 28

日，青海省第 31 届“野生动植物保护宣

传月”活动在西宁野生动物园拉开帷

幕，活动主题为“呵护万千生灵 和谐自

然万物 共建美丽家园”，旨在宣传普及

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

引导全民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青海是我国许多珍稀濒危物种分

布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截至目前，全

省分布有各类脊椎动物 605 种，其中雪

豹、普氏原羚、藏羚、野牦牛、黑颈鹤等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7 种，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5 种；全省

分布的野生植物约有 2500 多种，各类

兰科、冬虫夏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38种。

活动宣读了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倡

议书，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和

青 海 国 家 公 园 观 鸟 协 会 相 关 专 业 人

员 通 过 线 上 直 播 方 式 为 公 众 讲 解 了

青海特有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普及外

来 物 种 入 侵 和 随 意 放 生 外 来 物 种 的

危害，进一步提高了公民的生态保护

意 识 。 青 海 省 环 境 教 育 协 会 小 雏 菊

艺 术 朗 诵 团 环 保 宣 传 员 进 行 了 有 关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方 面 的 演 讲 ，同 时 ，

现场成功放归两只前期救护的大鵟，

使他们回归野外，发挥其在生态环境

中的作用。

青海省第青海省第3131届届““野生动植物野生动植物
保护宣传月保护宣传月””活动拉开帷幕活动拉开帷幕

贵德贵德：：荷兰豆成为增收荷兰豆成为增收““黄金豆黄金豆””

9月23日，记者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拉西瓦镇的荷兰豆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的豆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田间地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卸青翠欲滴的荷兰豆，这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为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农业转型、增加农民收入，经过一系列调研后，镇党委、政府发现荷兰豆属性喜冷凉且长日照
作物，成本低、周期短、回报高，是一种收益十分可观的经济作物。而拉西瓦镇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荷兰豆
的生长，随后，荷兰豆产业便在这里“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

连日来，西宁市湟中区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组成志

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外出务

工 村 民 、隔 离 人 员 、孤 寡 老 人 等 特 殊

群体开展秋收工作，确保“应收尽收、

颗粒归仓”。

提前谋划，当好“急先锋”。湟中

区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

秋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抽调党员干

部组成应急专班，指导开展秋季抢收

和应急减灾工作。各乡镇党委积极加

强与农业、气象、应急等部门的协商沟

通，及时发布气象信息、自然灾害预警

信息、提醒信息，强化咨询服务。

志 愿 服 务 ，勇 当“ 排 头 兵 ”。 各

乡 镇 党 委 实 行“ 乡 镇 领 导 班 子 +驻 村

工 作 队 +村‘ 两 委 ’干 部 +党 员 +志 愿

者 ”多 维 网 格 化 工 作 模 式 ，在 织 密 疫

情 防 控 网 的 同 时 ，对 秋 季 抢 收 工 作

作 出 统 筹 安 排 ，打 通 秋 收“ 绿 色 通

道”。

精准施策，争做“先行者”。湟中

区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和 志 愿 者 冲 锋 在 秋

粮 抢 收 一 线 ，与 群 众 同 吃 同 住 ，积 极

投入到助农抢收工作中，各村做到统

一调度，最大限度保障秋收工作顺利

“收官”。 （湟中组）

西宁市湟中区：群策群力助“三农”秋收一线“党旗红”

刚察县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晋位

升级、比学赶超，引导党员干部创先争

优、服务群众，促进基层组织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制定《村级党组织“星级化”创建

考评细则》《社区党组织“星级化”创建

考评细则》，实行清单化管理，明确“干

什么、怎么干”，让村（社区）党组织找

准位、定好标，促进工作见实效。对照

考核内容和评分办法，全力推动村（社

区）党组织实现晋位升级，将村（社区）

自查自评和乡镇党委测评结果再进行

复核评定，39 个村（社区）党组织“星级

化”考核等级既有“评星”，也有“升星”

和“降星”，形成动态管理机制，持续增

强村（社区）党组织战斗力。建立“八

星以上激励、中间巩固提高、后进整顿

提升”的争星晋级机制。落实资金 50

万元，对八星级以上的村（社区）进行

奖励，让村（社区）党组织更有干劲；对

定星级靠后的村（社区）进行约谈，采

取基层党委成员直接联系、蹲点帮扶、

结 对 共 建 等 办 法 ，整 合 力 量 ，分 类 施

治，指导基层党组织针对自身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措施，

推进转化提升，让村（社区）党组织有

压力，更有动力。同时，将村（社区）党

组织评星定级情况作为基层党建目标

责任考核和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切实以

考核问效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实，有

效提升村（社区）党组织活力。（刚组）

刚察：“星级化”考评提升党组织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