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罗 丹6

本报记者 苏 烽 张洪旭

八月的柴达木，绿草如茵，生机勃

勃。瀚海之上，宾朋满座，鼓乐齐鸣。

八月的德令哈，鲜花绽放，景色怡

人。柏树山下，长调悠扬，奶茶飘香。

8 月 2 日，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各族党员干部群

众相聚德令哈，身着盛装、载歌载舞，

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欢庆海西州第八届

那达慕大会开幕。

“那达慕”蒙古语意为“娱乐或游

戏”，传承着蒙古族生态、服饰、竞技、

游艺等民族文化，是蒙古族独具特色

的文化体育活动。今天的“那达慕”已

成为海西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盛会。

一大早，德令哈市街头巷尾便人

流涌动、车流不息，徒步、公交、自驾

……人们满怀对这场盛会的期待，如

潮水般涌向大会现场。

气势恢宏的德令哈赛马场彩旗飘

扬、锣鼓喧天。上午 9 时，国旗护卫队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入场，鲜艳的五

星红旗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红旗飘扬，铁骑阵阵。百余名骑

手策马从会场中疾驰而过，彰显了海

西各民族人民好客，吃苦耐劳，一往无

前的精神。

哈达舞动，乐声悠悠。身着蒙古

族特色服饰的方队神采奕奕，展现了

海西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

精神风貌。

来自海西州各市、县及兄弟省市的

参赛方队依次走过赛场，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和喝彩，民族舞蹈、服饰表演、非遗

文化……展示着各参赛队伍的风采。

9时 30分，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心情无

比激动和自豪。”来自天津的游客聂瑞

辰是第一次和身着盛装的各族群众齐

唱国歌，不禁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随后，悠扬的蒙古族长调《宴歌》

拉开了本届“那达慕”大会文艺演出的

序幕。群众演员手捧哈达，高唱赞歌，

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文艺演出中，以《鼓韵》《金色那达

慕》《石榴花开柴达木》《欢聚德令哈》

《草原赞歌献给党》为代表的，弘扬蒙古

族非遗文化、民族团结、歌唱祖国等主

旋律的节目深受农牧民群众喜爱，大家

沉浸其中，共同享受这场“文化盛宴”。

“场面非常震撼，节目更是精彩。”

为了参加大会，德令哈市蓄集乡茶汉

哈达村村民特布吉凌晨 4 点就起床开

始“打扮”自己，他激动地说：“村民们

为了参加这场盛会，都做足了准备，有

比赛项目的村民更是早早就开始了训

练，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那达慕”历史悠久，是草原人民

薪火相传的民族文化盛会。如今，海

西州“那达慕”大会已成为展示德都蒙

古文化、民俗风情、民间工艺的舞台，

也是交流感情、互通信息、发展畜牧业

的平台，更是招商引资、文化交流、观

光旅游的盛会。

相聚柴达木，精彩飞扬。这场草

原盛会，必将为海西州各民族儿女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海西增添浓墨重彩的笔墨。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八届那达慕大会开幕侧记

相聚柴达木相聚柴达木，，柏树山下尽欢腾柏树山下尽欢腾

牧民风姿。 本报记者 苏烽 张洪旭 摄

“听身边的党员讲家乡的故事，非

常接地气”“原来党课还可以这样讲，让

我对党课的形式有了新的认识”“学到

的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是鲜活

的、可感知的、有温度的红色故事”……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创新“课随人走”党员教育新模式，

以小型、分散、便民为原则，搭建长宁镇

“一线小讲堂”、朔北藏族乡“木屋联动

课堂”、城关镇“‘e’学习”、极乐乡“红色

影院”等接地气的学习阵地。克服传统

党 课 全 盘 吸 收 难 问 题 ，推 行 党 员“ 点

单”、党校“配单”、讲师“下厨”的“个性化

配餐”教学模式。以“支部联动、头脑风

暴”“农户小喧”“党建月月谈”“党建联

盟、共上党课”等讨论形式，将党课“搬”

到村委会广场上、小区楼院中、工厂车

间内，使党员学习教育接地气、有人气、

冒热气。突出党课针对性、多样性，以

“课随人走”“小田精灌”“沉浸体验”等形

式为党员干部输送“营养液”，实现党员

教育“零距离”。 （通组）

大通县

“课随人走”实现党员教育“零距离”

启 事
我因不慎，将位于土门关乡土门

关村第六合作社（蔡家院）的村民宅基

地使用证遗失，户编号为 012，声明作

废。

挂失人：蔡守功
2023年8月3日

启 事
我因不慎，将马占元位于汉东乡

下麻尔村的村民宅基地使用证遗失，

户编号为 05-080号，声明作废。

挂失人：马成云
2023年8月3日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陈武斌”

字样的法人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青海斯麦尔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日

启事：蒋 旭 的 20036390070000972 号

教师资格证声明遗失。

启事：张宗涵的Q630030920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张宗儒的Q630030919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白欣强的 K630135633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董辉蕊的R630647995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

宁机务段石其的 2186200265516 号工

作证声明遗失。

启事：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4 月 25 日开具

给 魏 中 明 位 于 夏 都 府 邸 东 区 B 座

12904 室金额为 1035 元的 5063244 号

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14 日开具

给 魏 中 明 位 于 夏 都 府 邸 东 区 B 座

12904 室 金 额 为 237270 元 的 9080427
号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5 日开具给

魏中明位于夏都府邸东区 B 座 12904
室金额为 50000 元的 7080752 号票据

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杜淑贞位于西海嘉苑 5 号楼 1
单元 14 层 1143 室金额为 100000 元的

4133812 号收据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杜淑贞位于西海嘉苑 5 号楼 1
单元 14 层 1143 室金额为 192899 元的

4133004 号收据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雍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杜淑贞位于西海嘉苑 5 号楼 1
单元 14 层 1143 室金额为 106071 元的

4133176 号收据声明遗失。

（上接第二版）
在全力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青藏集

团公司大力实施“以客补货”战略，优化

运输组织，全力保通保畅。建立客车开

行 质 效 评 估 机 制 ，科 学 实 施“ 一 日 一

图”，精准投放运力，动态调整运力，组

织开行临客 1465 列，积极打造“青藏铁

旅”旅游品牌，开行 10 趟出省进藏旅游

专列，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今年上半年，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限公司发送旅客 556.8 万人次，同比增

运 179.94 万人次、增幅 47.7%。货运方

面建立路企长效联系协调机制，高效配

置运力资源，灵活采取运价策略，累计

完成货物发送量 1781.42万吨。

并持续深化“天路格桑花”服务品

牌创建，实施站车用水暖手工程，着力

改善旅客出行体验。针对春节、五一假

期客流高峰，采取动车重联、调整编组、

加开临客、加挂车辆等方式，全力满足

旅客出行。

加大投入，稳步提升服务保障能

力，加快推进旅客联程运输发展。

“蓝天白云下彩色的路面，彩色的

振荡标线，还有别致的宣传画……心情

格外舒畅，顿时疲劳就缓解了。”近日，

从广州来青海旅游的王国辉驱车行走

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G345 启那线

时有感而发。

“人在画中游、车在景中行”，这是

我省“美丽公路”创建过程中过往人员

最直观的感受。省交通运输厅以交通

强国建设为统领，加快建设立体、快速、

绿色、数字、安全、人文“六个交通”，奋

力当好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开路先锋。

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持续高位运行，完成公路水路交通固

定资产投资 81.16亿元。青海省累计完

成 公 路 客 运 量 675.49 万 人 、周 转 量

12.76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49.61%
和 129.50%，道路客货运输总量呈高速

恢复发展态势。

为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健康便

捷舒畅出行以及重点物资畅通有序运

输，省交通运输厅“点对点”运输农民工

9.8 万人；处置雨雪冰冻天气下的道路

突发事件 112 起,疏导车辆 2.24 万辆；设

置 88 处便民服务站组织 780 余名志愿

者在客运场站开展志愿服务。

同时，搭建并使用青海省道路运输

重点营运车辆智能监管系统，实现了外

省入青车辆监管、安全风险自动识别预

警、重点数据统计汇总等功能，并将本

省籍农村客运车辆、城市公交车辆、城

市巡游出租车纳入监管系统，目前，系

统接入“两客一危”车辆 6234辆。

今年上半年，我省加快了大河家至

清水等 23 个续建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年 内 建 成 运 营 加 定 至 西 海 等 6 个 项

目。8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中，湟源至西

海等 4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 4 个项

目正在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力争年内全

部开工。加快推动农村公路骨干网提

档升级、基础网延伸连通，新改建农村

公路里程 1366公里。

“同时，我省全力加快推进全省旅客

联程运输发展，组织西宁市、格尔木市申

报了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

推动湟中区‘全域公交+全域旅游’试点

建设，道路运输行业从单一运输、各自发

展加快向综合发展转变。”省交通运输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淑艳说。

“铁公机”齐发力，青海处处皆风

景。铁路运力不断提档升级、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不断增加、机场航班航线不断

增多加密……综合立体交通网越织越，

必将为我省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高

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铁公机”齐发力鸣响经济复苏强音

本报记者 李庆玲 实习生 董永怡

“农民自己家的地，托管给村集体

种，能不能种好？”盛夏时节，带着这样

的疑问，记者走进海东市乐都区马厂

乡。

站在马厂乡的田间地头向远处望

去，只见成片的小麦地一片金黄，马铃

薯一簇簇素雅的小花正值盛放，齐腰

高的玉米拔节生长，燕麦地绿浪滔天，

在蓝天白云之下美不胜收。

“不仅能种好，而且更省事省心。”

看着眼前各类丰收在望的农作物，马

厂乡小岭子村党支部书记、众越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越”)总经

理乔金辉说。

马厂乡位于乐都区东部，全乡辖10
个行政村，共有1710户，耕地面积988.2
公顷，境内沟壑纵横、坡大沟深，交通不

便、干旱少雨，海拔在 2400米至 2650米

之间，是典型的浅山干旱丘陵区。

2012 年以来，马厂乡陆续实施了

易地搬迁项目和深度贫困乡镇整乡搬

迁项目，1707 户村民搬迁至乐都主城

区，彻底解决了行路难、饮水难、上学

难等突出问题，拥抱城市生活。

“村民搬迁后，山上自然条件较好

的几个村土地都流转给了种植大户，

但还有 6 个村的土地因条件差基本都

被撂荒。”马厂乡党委副书记、政府乡

长李海萍介绍说。

“不能让山上的土地被撂荒，但谁

来种？怎么种？”成为了大问题。通过

不断学习探索，马厂乡党委政府将突

破点对准了“土地托管”。

李海萍介绍，结合整乡易地搬迁

实际情况，马厂乡深化探索推广“党支

部+公司+农户”的种植发展模式，指

导村级成立众睿志诚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下设众越，通过该公司实

施了耕地托管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据了解，众越共托管了马厂乡六个

村的 347 公顷耕地，涉及农户 489 户。

通过土地托管，每年可提供就业岗位

30 多人，每亩地年生产收益达 100 元

至 200 元，每亩地农户可返收益 40 元

至 80 元，公司托管净收益 60 元至 120
元，公司盈利后的资金将在年终按股份

分红给各村，以此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

今年 3 月 25 日，众越与村民们签

订托管协议，4 月初开始播种。还建设

了农机具停放车库、改造农产品放置

仓库、晒粮场等基础设施，购买了拖拉

机、施肥机、马铃薯播种机、农用三轮

车等设备 24台。

说起村上今年实施的土地托管服

务 ，甘 沟 滩 村 民 李 积 芳 脸 上 绽 开 笑

容。“老家有 0.67 公顷地，前两年流转

给了外地的公司种植，但一亩地只有

80 元的流转费用，今年托管给了村集

体，不仅有托管费用，还有二次分红，

收入肯定能多一点。”李积芳说。

“以往自己种地时，播种、植保、收

获都得靠自己，产量也没有保证；现在

把土地托管给村集体，自己还能在公

司里安心打工，收入增加了不少。”八

旦村村民张玉保不仅托管了自家 1.4
公顷土地，还在众越公司里找到一份

稳定的工作，每个月工资有 4500多元。

农民有了“田保姆”，小田变大田、

“单打独斗”变集中经营，土地托管解

决了土地被撂荒的问题，给了农户更

多增收的选择，同时实现了土地规模

化、机械化、标准化生产。

乔金辉介绍，目前已初步形成了

以 甘 沟 滩 为 主 的 93.3 公 顷 马 铃 薯 基

地，甘沟滩、那家庄为主的 40公顷小麦

基地，岔沟村、小岭子、保家湾村为主

的 166.67 公顷的燕麦基地，孟家湾为

主的 42.67公顷玉米基地。

做实做细土地托管，不仅促进粮

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生产节本增

效，也加快了马厂乡农业农村现代化

步 伐 ， 为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第一年我们种的还是小麦、马铃

薯、玉米等传统农作物，明年打算调整

种植结构，向乡上的种植大户学习，种

一些萝卜、白菜等露地蔬菜，不断提高

被托管土地的效益，提高村民们的收

入。”乔金辉说。

““田保姆田保姆””管出现代农业管出现代农业““新前景新前景””

盛夏的马厂乡风光。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本报海西讯 （记者 张洪旭） 近

日，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农牧

局了解到，随着夏季汛期到来，动物疫

情进入易发期，为做好汛期重大动物疫

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海西州多措

并举、综合防控措施，全面做好汛期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

海西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汛期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逐级压实防

控责任，明确监管责任和防控重点，抓实

免疫、监测、消毒等防控措施。重点做好

非洲猪瘟等高发性动物疫病防控，针对

性预置布防应急应对力量，督促指导养

殖、交易等相关主体增强防疫意识。

开展动物疫病监测采样工作，加大

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等地的流调排查

与监测采样，准确掌握春季重大动物疫

病集中免疫效果，及时分析动物疫病发

生和发展态势。严格执行疫情举报核查

制度，根据免疫抗体监测情况，做好口蹄

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化免疫工作。

重点加强畜禽圈舍等预防性消毒，

增加消毒频次，有效消灭病原。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严格执行“四不准一处理”

制度，及时回收因灾因病死亡的动物尸

体。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坚持“早、快、

严、小”原则，科学、准确诊断疫情。明

确信息报送程序，及时核实上报疫情信

息，提高疫情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确保应急处置科学有效，最大限度将疫

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努力降低农牧民群

众经济财产损失。

海西海西：：全面做好汛期动物疫病防控全面做好汛期动物疫病防控

非遗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