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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准入考试公告（省司法厅 2023 年第 4

号）》要求，现将 2023 年度全省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准入考试准入分数线公

告如下：

一、准入分数线
（一）海东市 130分准入；

（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

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 120

分准入；

（三）玉树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

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 110分准入。

二、分数查询
9 月 6 日后考生可登陆青海省司

法行政网（http://118.213.59.161:8899/

lawyer/jcflfwList.html）查询成绩。

三、注意事项
（一）应试人员对考试成绩有异议

的，可自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 7 日内，

向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提出核查成绩

的书面申请。

（二）考试分数核查只限于复核申

请人试卷卷面各题得分的计算合计。

考试成绩经核查并按规定已通知本人

的，不予再次核查。应试人员逾期申请

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予受理。

（三）考试合格的应试人员及免试

通过 2023 年青海省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准入考试人员，可在 9 月 10

日之后联系报名地的市州司法局，由

各市（州）司法局按照司法部《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办理实习，实习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办

理执业核准手续，颁发《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证》。

（四）市州司法局联系电话：

海东市司法局（0972）8612331

海西州司法局（0977）8211150

海南州司法局（0974）8512837

海北州司法局（0970）8642670

黄南州司法局（0973）7701926

果洛州司法局（0975）8382622

玉树州司法局（0976）881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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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青海省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准入考试成绩公告

启 事
我单位因不慎，将刻有“西宁新视

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字样的公

章 遗 失 ，号 码 为 6301020027903，声 明

作废。

西宁新视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5日

启事：湟 中 职 业 教 育 中 心 邢 春 德 的

2208607号毕业证声明遗失。

启事：康南丰田开具给周金龙金额为

1350 元的 0006910 号定保通收据声明

遗失。

启事：中国邮政集团工会青海省委员

会 的 1715404101- 1715404300 号 工 会

经费收入专用票据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马红丽

的 20203111319号学生证声明遗失。

启事：湟源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 年 11 月 29 日开具给冶彪位于湟

源县城关镇滨河北路 16 号紫玉金河湾

1 号楼 1 单元 111 室的金额为 9623 元的

63QH00071060 号专项维修资金专用

收据声明遗失。

启事：侯梦汎的 R63005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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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占 旭 的 2186200263934 号

工作证声明遗失。

启 事 ：洛 周 仁 青（ 才 文 旦 泽 ）的

H630002788号出生证声明遗失。

启事：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寇佳欣

的 20221121430号学生证声明遗失。

启事：周奕辰的 H630003491 号出生证

声明遗失。

启事：才让的青军 001616 号军人伤残

证声明遗失。

启事：甘肃宏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马

登云的 nk17173号工作证声明遗失。

启事：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德

令 哈 车 务 段 崔 序 斌 的 2186141120507

号工作证声明遗失。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不断探索

党员教育培训“理论＋实践”新模式，通

过打造“三味”课堂，不断为党员教育培

训提质增效。

突出“党味”，政治学习聚合力。线

下依托县委党校、“共享阵地”等平台，

通过观摩乡村振兴示范点、“双色”教育

基地，观看红色电影、重温入党誓词等

方式，让党章和党的政策入脑入心。线

上通过学习强国、法宣在线等平台自

学，将理论知识、党内法规学习融入日

常，时刻提醒党员干部守住“底线”、远

离“红线”、不碰“高压线”。

彰显“趣味”，丰富载体激活力。利

用春节、七一等重要节点，结合“三亮三

比三评”等活动，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

组建党员先锋队等形式，围绕基层治理、

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高质量开展

“我们的节日”“庆七一”专场文艺演出、政

策宣传、环境卫生整治、关心关爱老人等

各类活动，让广大党员在“趣味”活动中

提高道德素养，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增加“鲜味”，补钙壮骨强内力。注

重发挥农牧民夜校、牧家书屋、党员夜

会的作用，不定期组织退休老干部、乡

土人才、致富能手，利用闲暇时间“面对

面”讲故事、学理论、悟思想、谈体会，积

极开展阅读分享、村史传承、道德讲堂、

知识讲座等文化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

精神正能量。 （祁组）

祁连县：“三味课堂”提升党员干部教育质效

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责任落实、教育培

训、监督管理三条主线，通过选树典型

表彰一批、优先提拔晋升一批、约谈教

育警示一批的“三个一批”举措，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选树典型表彰一批。坚持典型引

领，挖掘扎根在乡村振兴一线的优秀驻

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代表，及时总结

提炼乡村振兴驻村工作的新思路新举

措新成效，通过微信、电视、集中表彰等

形式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典型引领带路

的作用，大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

优先提拔晋升一批。注重通过驻

村工作考察识别干部，实行对干部的驻

村工作全过程跟踪考察，重点倾斜使用

实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符合条件的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在评优评

先、晋升职级、职称评审、提拔重用时优

先考虑，激发广大驻村干部奋勇争先的

干事创业激情。

约谈教育警示一批。加强乡镇党

委日常对驻村干部直接管理力度，坚决

杜绝“走读”“两头跑”的情况，推动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落地落细落实。对管理

不严、履职不力、作用发挥差的，及时下

发工作提醒函，以督促改，并严肃追究

派出单位及工作队员责任，反向倒逼其

认真履职尽责。 （贵南组）

贵南县：“三个一批”激发驻村干部干事创业激情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坚持把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有效抓手，压紧

压实乡村两级直接责任，持续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做优做强。

统筹谋划，提供村集体经济发展支

撑。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工作机制，依

托草地畜牧、农牧循环、环湖旅游资源

优势，探索牦牛、藏羊、青稞、油菜等多

样化特色种养业发展之路，大力推动农

牧区合作组织和能人牵头创办实体经

济。预计 5 年内实施村集体产业发展

项目 58项，规划总投资 2.72亿元。

党建引领，凝聚村集体经济发展合

力。持续开展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排

查，对排查确定的 2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开展整顿提升。制定党建引领促

乡村振兴 31 条措施，从省州县精准选

派 39 名 驻 村 干 部 ，实 现 脱 贫 村 全 覆

盖。加大对金滩特色种养殖项目、三角

城乡村旅游发展、哈勒景乡无土栽培等

项目的投入，今年实施的“强村”项目 17

个，投资 7293.2 万元，为村党组织引领

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规范管理，提振村集体经济发展信

心。制定印发《海晏县村级财务管理专

项检查通知》，明确规定按照“四议两公

开”、乡镇审核、村民代表会议等程序决

策实施，全程监督，确保提取程序合规、

信息公开透明、奖励人员精准。目前 6
个乡镇已完成自查，对存在的 3 类问题

制定整改措施开展整改，推动村集体经

济健康有序发展。 （晏组轩）

海晏县：推动村集体经济做优做强

近 年 来 ，海 东 市 乐 都 区 紧 紧 围 绕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目标，根

据干部成长需要，提高培训供给质量，

改变单一结构供给，按需保质开展培

训，有效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靶向

性、合理性和实效性。

注重“工作需要+干部需求”相结

合，将培训专题与全区中心工作、干部

成长需要的契合度作为专业化培训重

要依据，对党建系统、政法系统、教育系

统等领域干部开展专业化教育培训，对

新任公务员、科级干部、基层干部等不

同层次的干部举办专题培训班，切实保

障干部教育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深入开展“人员大培训、岗位大练

兵”活动，以“课堂＋实践”“学习＋研讨”

等相融合的培训方式，将培训阵地由机

关延伸到基层，把培训课堂由室内拓展

到室外。借助青海干部网络学院、乐都

区党员空中活动室等载体，组织全区

4630 名干部开展培训学习，切实提高广

大干部参加培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同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全程跟踪

式制度，将作风建设融入干部教育培训

和提拔使用，正面引导和反面警醒同向

发力。完善干部学习档案管理，将干部

培训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目标并作

为任职考察重要依据，推动干部培训与

绩效管理相结合，激发干部参加培训的

内生动力。 （乐组）

乐都区：多措并举力促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9 月 1 日，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

务局以新学年开学季为契机，结合“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组织税收辅导员走

进城西区兴海路小学，开展“开学第一

课”税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以寓教于乐

的方式为五年级 200 多名同学带去了

一堂精彩有趣、干货满满的税法课。

“同学们周末喜不喜欢去人民公园

玩啊？有没有坐过摩天轮？这些都是

税收的功劳。还有今天我们所处的美

丽校园，都是从一点一点的税收积累建

成的，税收是不是很厉害啊！”税务干部

高雪化身税收辅导员，从身边的税收开

始讲解一个个税法知识，让同学们从小

了解税法、学习税法、宣传税法，让“税”

的种子在同学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为让同学们知晓税收的作用和意

义，高雪用一个个有趣的税收故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借助内容丰富的课

件，阐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道理。课堂还设置了趣味问答互动环

节，税务团队为踊跃回答问题的同学，

送上小礼品。

“通过这次课堂我学到了很多关于

‘税’的知识，我对税收也更了解了，让

我感受到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物品

都是交过税的，在新学期里我要更加努

力地学习，以后要成为一名光荣的纳税

人。”五年级二班的谭笑妍同学说道。

（苏睿）

开学第一课：从身边税收开始

本报记者 尹耀增
通 讯 员 门 组 泉口镇

废弃的香菇菌棒可以变身烧烤无

烟炭，你相信吗？

8 月 28 日，记者来到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镇俄博沟村

合作社旁边，两个新修的暗窑，经历了

三天三夜炙烤，仍往外冒着热腾腾的

白气。几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驾

驶各类机械，各自忙碌着……不一会，

两窑“黑金”出土了。

“种了快 8 年香菇，不知道那香菇

棒棒还有这么大作用，没想到这香菇

还浑身是宝嘞！”中年汉子掸了掸额头

的汗珠，给他本就黝黑的面庞抹上几

道“迷彩”。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俄博沟村会计

张延清。

从镇上第一家村级股份制经济合

作社种植香菇开始，张延清就一直眼

馋得不行，眼看着其他村靠着种植香

菇，一个个走上了致富路，提高了村集

体经济收益，张延清迫不及待想找条

新路子，让自己村也吃上一口“香菇

饭”。

所以当“菌棒加工无烟炭”的项目

一经提出，俄博沟人就立即响应，在专

家论证项目可行的当天，他们连夜在

村合作社旁挖了四个暗窑，还专门采

购了一台煤棒压缩机，合作社厂房内

外，顿时换了副新样子。

当记者来到俄博沟村合作社的厂

房时，两名工人正在使用煤棒压缩机

将废弃的菌棒制成 40 厘米的方形空

心的煤棒。“先要把菌棒搅碎然后放进

机器里制成煤棒最后拿到暗窑去烧。”

陈延龙说。

换样子的不仅是俄博沟村的合作

社，还有泉口镇的香菇种植基地。“原

来这几排大棚旁边，都是鲜有人要的

菌棒堆，堆得时间一长就和垃圾混在

一起，就更没人要了，天气热的时候还

会发出难闻的气味。”香菇种植基地负

责人王玉龙说。

望着现在干净整洁的种植基地，

王玉龙脸上说不出的喜悦：“俄博沟村

这次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每周都来

收这些废旧菌棒，还不用我出垃圾清

理费，别提有多划算了。”

项目落地俄博沟村，俄博沟人终

于可以吃上一碗“香菇饭”，可这碗饭

怎么吃得香，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压

缩温度是多少？烧制时间要多久？烧

制工艺怎么样？这些对于废弃菌棒都

得从头开始实验。”

既然想吃得上这碗饭，就不能被

困难打趴下。俄博沟村党支部书记陈

延龙从网上、书上查阅了大量资料，志

在一举烧成“黑金子”。可第一窑烧出

来有一半夹生的炭棒，压缩机也因为

齿轮磨损前前后后焊接了两三次……

突如其来的吃瘪不仅没消磨掉陈

延龙的信心，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先

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找能人“取经”，

然后又辗转奔波好几个部门“问道”，

询问了一些烧炭的“土专家”之后，陈

延龙不断优化制炭工艺参数，终于在

第四窑的时候，炼出了“黑金”。

常老汉一语道破：“烟洞开在窑

底，需要从上往下点火，菌棒本身不易

点燃，在暗窑中烧制三天最佳，烧制温

度 需 控 制 并 保 持 在 300 到 350 度 之

间。”

据村书记陈延龙介绍，常老汉曾

在山西某炭化厂从业二十余年，是当

地首屈一指的“土专家”，现被聘为合

作社的技术顾问。

有了成熟的烧制工艺，俄博沟村

合作社开始稳定出炭，一时间成为了

全镇村集体经济的一匹“黑马”，有望

拉动全镇产业项目“竞相奔腾”。

在泉口镇政府的扶持下，首批菌

棒无烟炭直供泉口镇房车露营基地。

“新型菌棒无烟炭价格低廉，节能

环保，燃烧热效率高，得到了烧烤消费

者的一致好评。”陈延龙说。

无烟炭生产一窑可将 2 吨废旧菌

棒变废为宝，实际出炭 1.5 吨；而这些

本就无用的废弃菌棒也被点“棒”成

金，预计产生效益 1.5万元。

有了收益，泉口镇镇长李光华便

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打造品牌，提高

产业附加值，给产业畅血增肌。“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菌棒无烟炭的生产，作为泉

口镇香菇产业链的下游环节，主打清

洁环保、循环利用，其经济、生态、社会

效益潜力很大，亟需追加投资、扩大规

模、拓宽销路、提质创新。”

当前，俄博沟村“菌棒无烟炭”的商

标注册已提上日程，合作社也吸收了几

名脱贫户参与无烟炭的生产，陈延龙算

了一笔账：扩大规模以后，每名工人年

均收入都能稳定在2万元以上……

点点““棒棒””成成““金金””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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