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版

第26127期

4
2023年5月3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三月十四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3—0001 国外代号：D1226 邮发代号：55-1青海日报社出版

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

本报记者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书写华章。

“五一”假期，江源大地春意盎然，生

机勃发。在公共服务领域，在项目建设

现场，在企业生产车间……处处都有劳

动者最美的身影。他们默默坚守在岗位

上，从早到晚，步履不停，鼓足干劲，无私

奉献，用热心服务和辛勤劳动诠释着平

凡岗位上的劳动精神，以责任和担当书

写着“护航”小长假的点点滴滴。

正是这一个个平凡却不凡的劳动

者，托起了城市乡村的正常运转，创造

出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五一”假期增

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成为建设现代

化新青海故事里的“主角”。

坚守每一刻
守护群众生活

5 月 2 日清晨，太阳缓缓升起，照

射在矗立于戈壁滩中的数万枚定日镜

上。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生

产部工作人员张生发和同事每隔两小

时就要对这里的设备进行一次巡检。

带上各种巡检设备，按照固定的

巡检路线，张生发和同事一次就要完

成近 3 公里的巡检。吸热塔、汽轮、定

日镜……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因为

设备的正常运转关乎到整个光热发电

系统的稳定运行。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发电站

平稳运行。”张生发一边说着一边和同

事穿梭在蔚蓝的“光热海洋”，渐行渐

远，用身体力行守护一方“光热”。

“您好，这里是青海 12366，很高兴

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以电话为船，以耳麦为桨。这个

“五一”假期，青海 12366 纳税缴费服务

热线工作人员个个身穿蓝色税服，肩

扛闪亮税徽，耐心解答群众的每一个

问题，用劳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

（下转第四版）

五一“我”在岗
平凡亦有光

在田间地头、在施工一线、在街头
巷尾、在教书育人讲台……劳动者忙
碌的身影总能触动我们的心弦。平凡
而辛勤劳作的他们，让我们更深刻地
感受到劳动的意义、奋斗的价值。

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青
海首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田得梅，
15 年来始终奋战在水电建设施工一
线，凭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高度
集中和极端谨慎，操控“大国重器”完
成一项又一项复杂艰巨任务，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发光发热，最终实现价值，
成就梦想。“改变家乡缺林少绿的面
貌，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省林业专
家张锦梅，扎根高原三十载，默默付
出，辛勤耕耘，在西宁建成了全国唯一
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让花香
飘满“丁香之城”。

只要辛勤劳动，就能为社会创造
价值；只要努力奋斗，梦想就能变成现
实。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里，每一位劳
动者都是主角。今天的中国正在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把个人梦想自觉
融入国家发展伟业中，抓住每一次人
生出彩的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施展
才华，努力拼搏、圆梦今朝。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者是
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
最享受幸福的人，只有奋斗的人生才
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对于个体而言，
美好的生活不可能一蹴而就轻易获
得，幸福离不开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
努力奋斗。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

幸福的人生。我们要用劳动模范的崇
高精神激励自己，焕发劳动热情，激发
实干动力，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在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劳动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热爱，去歌颂，去
尊重。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
围；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加
强劳动教育，培育青少年深厚的劳动
情怀，不断激发奋斗精神，让更多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竞相涌现。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崇尚劳动、
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以奋
斗为笔、用汗水作墨，挥毫描绘幸福生
活的美丽画卷。

杨燕玲

劳动最光荣 奋斗最幸福

本报记者 王菲菲

“惠企政策暖人心。”“措施实，力

度大。”“落实速度快，让我们心里有底

了。”……自全省开展助企暖企春风行

动以来，收获众多企业点赞，一项项纾

困解难举措落实到了企业“心坎”里，

也 让 企 业 感 受 到 了“ 春 风 ”中 的“ 暖

意”。

企业的信心和满意有力支撑全省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季度，全

省 GDP 同 比 增 长 5.1% ，实 现“ 开 门

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14.5%；固定资产

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8.6%，增速较 1月

至 2月加快 6.7个百分点。

为全力做好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青海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各地区各部

门，坚持把助企暖企春风行动作为抓

经济工作的重要手段，全力推进全省

助企暖企春风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有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首季

“开门红”目标。

截至目前，全省 1 万余名助企联络

员深入 1.3 万户帮扶企业调研 2 万余

次，解决各类问题 2600 余项，落实一批

人才用工、要素保障、税费优惠、手续

审批、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困难诉求；各

金融机构已为全省纳入帮扶范围的近

千户企业发放贷款 179 亿元，支撑项目

投资 973.37 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

营 收 79.94 亿 元 ，年 缴 纳 税 收 5.96 亿

元；人社部门协调用工 6520人。

助企暖企的“春潮”奔涌而来，“成

绩单”的背后，助企政策是如何精准发

力，又释放出哪些信号？

——开局起步，至关重要。为切

实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全省上

下积极完善企业发展政策环境，切实

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助力企业“回

血”，恢复行业“元气”。

1 月 28 日春节长假后第一个工作

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助企暖企春

风行动企业家座谈会，营造助企暖企

良好氛围，为全省推进助企暖企春风

行动立导向、划重点，为全年工作指向

定调。

“我们及时搭建全省助企暖企春

风行动信息化平台，问题收集上报、分

拨督办解决、企业打分评价等所有流

程都在信息平台实现，企业反馈问题

第一时间能直达有关政府部门，办理

进展情况能实时动态跟踪掌握，极大

提高了工作便捷度和工作质效。”省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航向已定，乘风前行。为切

实让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全省上

下点燃政策扶持强劲引擎，激发企业

发展澎湃动力。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区各部门

将全省所有规上限上和有望入规企业

纳入帮扶范围，1.3 万户帮扶企业涵盖

各类经营主体，省市县三级 1300 余家

政府机关单位参与行动，各地区各部

门精准掌握企业诉求，强化经济运行

分析调度，工作具体到部门到行业到

企业到人，抓经济工作有了手段体系

和方式方法。 （下转第四版）

——青海首季经济观察⑥

““春风春风””助企开助企开““良方良方””
释放经济新动能释放经济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王宥力） 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我省各新闻单

位充分发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主力军

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在理论学习和结

合工作实际抓落实上下功夫，精心策

划、周密安排，各自发挥传播优势，为

主题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主

题教育“触手可及”，深入人心。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后，青海日报社各平台及时刊发、转发

人民日报、新华社相关文章，迅速组织

采编力量采写高质量反响稿，为后期

进一步做好主题教育宣传工作奠定良

好基础。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召开后，青海日报社充分发挥主

流媒体作用，深入挖掘进展成效、创新

思 路 、独 特 做 法 ，形 成 全 媒 体 报 道 声

势。《青海日报》在重要版面分别开设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

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专栏，刊

发系列评论员文章，深入阐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省委

部署要求，深入宣传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目标任务；报道全省各地、各

部门、各单位的安排部署、经验做法

及进展成效，既集中展示了主题教育

开展情况，也成为主题教育经验、特

色、亮点交流的平台。《青海观察》客

户端、青海羚网开设“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专题，通过 H5、短视频、

海报等多种新媒体表现方式制作新媒

体产品，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推出各

具特色的产品，让主题教育宣传更生

动、更立体、更快捷。

青海广播电视台发挥广覆盖、多

平台、汉藏语融合传播优势，紧扣主

题教育总要求和根本任务，提升报道

针对性、贴近性、实效性，形成了特点

鲜明、优势互补的宣传矩阵。青海新

闻联播、安多新闻联播、青海政风行风

热线、百姓 1 时间、长云网、三江源客

户端等主要宣传平台开设“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 学 思 想 强 党

性 重实践 建新功”等专栏专区，生

动鲜活反映各单位把主题教育学习成

果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际行动的

典型经验做法等；

（下转第三版）

——我省各新闻单位精心做好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宣传报道

发挥传播优势发挥传播优势 营造浓厚氛围营造浓厚氛围

↖青海 12366 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耐
心解答群众来电。 本报记者 王菲菲 摄

←假日期间，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急诊部医护人
员坚守岗位。 通讯员 黄锦汇 摄

↑坚守岗位。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平组 摄

台车班工作人员检修车辆。
本报记者 倪晓颖 摄

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工作人员巡检设备。
本报记者 马振东 摄

西宁市北川湿地公园一处水景吸引许多市民游客。 本报记者 郭靓 摄

本报记者 郭 靓 董 洁

春光无限好，出游正当时。

“ 五 一 ”假 期 ，全 省 各 地 旅 游 景

区、主题公园、美丽乡村、文化场馆人

气十足，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酒

店、电影院线烟火升腾，“玩嗨了”“买

嗨了”“吃嗨了”……这个假期，市民

积蓄已久的出游需求得以释放，全省

假期消费市场加速升温。

欢乐“五一”畅游青海

“这两天的天气可真给力，不出

去 撒 欢 玩 儿 ，感 觉 都 辜 负 了 这 好 时

光。”“90 后”西宁市民孟小军已提前

一个月进行了自驾游规划。从西宁

市出发，先去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禹王峡景区 4D 玻璃观景台体验

步步惊心的快感，然后到海东市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乘船出游观赏黄河最

美风景，留宿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

县德吉村，再去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县龙羊峡旅游景区感受水天一色的

自然之美……5 天时间，早已被他安

排得满满当当。

“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强劲

复苏，各地结合自身特色，不断丰富

旅游产品供给，推出“河湟乡村博物

馆之旅”“黄河廊道生态之旅”“天境

祁连绿色生态之旅”“烂漫时光 赏花

踏春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极大地

满 足 了 市 民 游 客 赏 花 摄 影 、亲 子 春

游、近郊自驾、乡村休闲的需求。

海北藏族自治州举办首届海北

州国际生态露营季、海北原创歌曲演

唱会、民族服饰摄影等精彩纷呈的文

旅活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举办

“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文化节庆

活动，青海湖景区、茶卡盐湖景区不断

提档升级，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享受“诗

与远方”的同时，也激发消费新活力。

“原子城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两弹在此研制成功。”在青海

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正在为游

客介绍“两弹一星”光辉历史，“假期

客流量特别大，假期首日纪念馆游客

参观量突破 1500 人次，其中省外游

客 占 64％ ，我 们 提 供 讲 解 20 余 场 ，

‘红色旅游’深受游客青睐。”话音刚

落，马鹏顾不上片刻休息就又投入到

新的讲解…… （下转第三版）

嗨嗨！！““五一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