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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桂萍 记者 牛
玉娇） 10 月 27 日，记者从海东市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获悉，今年循化县以富民

增收为目标、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实施

总投资为 2809 万元的 10 个以工代赈项

目，紧盯脱贫群众、三类人群、易地搬迁

安置点群众、留守妇女等，持续在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上下功夫、出实招，稳就

业、增技能。目前 10 个项目均在有序

实施中，将最低发放劳务报酬 556.8 万

元，带动至少 249人就业。

据悉，以工代赈项目主要围绕农村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提标扩

面、生态环境提级扩能等领域开展实

施，为确保项目快突破、快开工、快建

设，循化县成立以工代赈工作沟通协调

机制领导小组，抓统筹、抓具体、抓落

实；将带动群众就业，作为项目审查的

重要指标，将劳务报酬发放，作为项目

验收的重要依据，及时跟踪调研劳务报

酬发放及公示情况，健全以工代赈劳务

报酬发放监管机制，确保发放比例不低

于 项 目 财 政 资 金 的 20%，形 成 建 设 一

片、见效一片、带动一片、惠民一片的良

好 效 应 。 截 至 目 前 ，共 吸 纳 605 人 就

业，发放劳务报酬 286.88万元。

循化

28092809万元以工代赈资金万元以工代赈资金
普惠民生普惠民生

本报讯（记者 王菲菲 通讯员 李
龙）近日，记者从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近年

来，黄河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电投支持

“绿色中东”“绿色沙特”倡议，创新国际

化发展思路，扎实推进“光伏+”项目与

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成功参股建设全

球最大规模离网型综合智慧能源和储

能项目——沙特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

目，在红海之滨竖起 SPIC“地标”。截

至 9月底，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工程

进度超 93%、光伏电站建设全部完工，

计划 2024 年建成商运，届时可让沙特

红海综合旅游区用上100%的可再生能

源，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6.7 万

吨，为推动中阿合作注入绿色新动能。

沙特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是沙

特“2030 愿景”下三个“千兆计划”之

一的“红海计划”国际旅游区的专项配

套基础设施项目，位于沙特西北部红

海岸乌姆卢日和沃季赫城镇间，由光

伏发电、储能、海水淡化、污水处理、固

体废物处理、制冷、数据中心、智能电

网等系统构成，将为红海度假区提供

综合智慧能源一体化解决方案，是度

假区唯一的供电、供水项目。

2021年12月6日，黄河公司顺利完

成参股的沙特红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股

权交割，收购该项目35%股权。项目横

向涵盖“电、水、冷”“光、储”等多品种能

源协同供应，纵向实现“源-网-荷-储-
用”环节之间互动优化，技术标准要求

高、系统构成复杂、协调性要求高，采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Grid Forming、虚拟

同步、DER、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创新商

业模式，将为全球大规模综合智慧能源、

大规模储能推广应用提供良好范本。

黄河公司在红海之滨黄河公司在红海之滨
竖竖SPICSPIC““地标地标””

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开机后就

能直接看直播电视……”近期，不少青海

有线电视用户和 IPTV用户都发现现在

看电视简单多了。这是近期青海省广播

电视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具

备条件的58.4万户有线电视、IPTV用户

已实现开机即看直播电视，开机即进入

直播界面，开机时长明显变快。

此前，看电视难、看电视烦、“套娃”

收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用户的收视体

验。很多智能电视和机顶盒的设计存

在不同程度的操作复杂问题。为大力

改善用户开机看电视的体验，促进广播

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期

省广电局牢牢把握电视大屏的公共服

务属性和技术产业属性，将治理电视

“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等作为一项惠

民工程大力推进，采取多项举措持续开

展专项治理工作。

成立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

治理工作小组，编制细化工作方案，召

开动员部署会议和推进会议，按阶段部

署推进治理工作。利用广播电视监测

平台监测 IPTV 传输平台（电信、联通）

治理效果，实时掌握治理情况；赴电信

公司开展监督检查，现场指出问题并责

令限时整改。同时，中国广电青海网络

公司、青海 IPTV 集成播控分平台增加

人员配备、制定细化方案，倒排工期有

序推进此项工作。青海电信和青海联

通，在完成“机顶盒软件”“前端和页面”

软件版本的开发和部署基础上，分别开

设“免费”专栏，进一步丰富电视节目内

容。接下来，省广电局将进一步加强宣

传引导和服务保障，帮助用户完成现有

遥控器合理设置，推广语音、手机交互

式等新型遥控器，解决遥控器多、操作

复杂问题，力争年底前全面完成青海省

治理电视操作复杂工作。

青海青海5858..44万电视用户万电视用户
实现开机即看直播实现开机即看直播

本报记者 李延平 实习记者 杨红霞

10 月 12 日 10 时，西宁市城北区小

桥大街综合市场（下称“小桥市场”）内

一片热闹景象。商户赵超胳膊上戴着

联防队红袖标正在自家店里忙活,除
了是老板，他还有一个新的身份——

“十户长”。在他商铺门头正中间，一

个淡蓝色的标牌上写着“小桥市场‘十

户 长 制 ’管 理 区 域 第 二 联 防 组 2-05
号”。

什么是“十户长”“十户长制”？带

着疑问，记者来到小桥市场一探究竟。

在小桥市场入口左侧的门柱上，

崭新的淡蓝色标识牌格外抢眼。小桥

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平安市场“十户长

制”组织架构图、十户长制岗位职责、

十户长制联防小组分布示意图，让记

者的疑虑得到了初步的解答。

将 市 场 东 西 走 廊 划 分 为 四 个 区

域，每个区域分四个“十户长”，每个

“十户长”由 10户不等的商户组成。他

们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管理、处理纠纷、

环境卫生检查等。

作为城北区最早的商贸综合区，

小桥市场自 1992 年建成至今，逐渐成

为集餐饮、农贸、日用百货、衣服鞋帽

等一体的综合市场，更是周围多个人

员密集的居民小区必经之处。人流量

大、安全隐患多、治安环境复杂，这里

也成为了城北区政府在平安建设中重

点发力的场所，“十户长制”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二联防组组长赵超作为在小桥市

场经营了 23年的老商户，对于“十户长

制”非常看好。“小桥市场人流量大、商户

多，安全隐患大。大家团结起来，有什么

事儿商量着来，互相帮助也互相监督，营

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营商环境，人们愿意

来这里了，生意自然就好了。”赵超说道。

为全面提升辖区市场治安综合治

理水平，按照深化平安北区建设“十大

专项行动”部署，今年 6月，西宁市城北

区创新开展“平安市场”创建工作，在

小桥市场试点推行“商户联防”举措，

通过建立“十户长制”，引导商户成为

治安防控的“眼睛”“耳朵”。广泛组织

发动商户参与市场巡逻守护及应急处

突工作，确保遇到紧急情况能迅速自

救、响应互救，形成市场隐患排查整治

分级落实、过程落实管理闭环，有力保

障市场安定有序，延伸了基层治理“微

触角”。

据介绍，目前市场内共有商户 177
户，按照“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相邻

相近、便于管理”的原则，由市场内每

10 户左右的商户组建联防处突“微小

队”，明确 1名联防队长即“十户长”。

“‘十户长制’就是让商户参与基

层治理，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

的优势。我们会优先选择党员和在安

全、消防等方面做得较好的商户担任

‘十户长’。这里的商户有的干了好几

十年了，没有人会比他们更熟悉这里，

商户之间的情况相互也很熟悉，更利

于政策、消息的传达和互相之间的监

督管理。”西宁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部主管白玉红说。

“目前我们有 16个‘十户长’，其中

党员 4 名，只要有应急预案、政策法规

方面的宣传，通过这十六个人，就能很

快覆盖到全市场，他们能根据每位商

户的时间，在不耽误经营的情况下将

消息及时传达到位。”白玉红说。

升级改造监控系统、广播系统，保

安 24 小时巡逻，安装 24 组摄像头，16
个“十户长”，为畅通消防通道取缔夜

市摆摊……桩桩件件换来的是一个平

安祥和的市场环境，也让更多人在这

里有了良好的购物体验。

说起小桥市场的变化，刘梅很有

发言权，“我家就在旁边，以前对这里

真 的 是 又 爱 又 恨 ，买 啥 虽 近 ，但 环 境

差，治安差。现在就不一样了，路面修

了，保洁随时在打扫，能看到工作人员

不时地在巡逻，来买东西更放心了，回

家走在这条道上也更舒心了。”

为持续扩大“商户联防”在“平安市

场”创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城北区政府

通过不断加大市场内治安案件、商户矛

盾纠纷等事件的安全调控、排查化解力

度，不断完善市场综合治理体系，进一

步规范市场经营活动，强化市场试点扩

面，让小桥市场逐步营造出“共建、共

治、共享”的市场治安管理氛围。

“今年还没有接到各类投诉案件，

也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同时，我们

通过监控和大家的力量找到了几名走

失儿童，还收到锦旗，这也是我们平

安市场创建取得的一点点成效吧。后

续我们将持续发挥‘十户长制’的作

用，人人参与治理，户户共享成果，

让这里成为一个更加平安、和谐的市

场。”白玉红说。

“商户联防”赋能市场平安建设

小桥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消防器材。 本报记者 李延平 摄

新华社记者 央秀达珍

金秋时节，黄河上游的青海省海

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黄河两岸层林尽

染 ，秋 色 迷 人 ，清 澈 的 河 水 与 周 围 景

物、村庄相互映衬，勾勒出奇美壮丽的

黄河画卷。

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和

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境内黄河

干 流 长 度 1694 公 里 ，占 黄 河 总 长 的

31％，多年平均出境水量达 264.3 亿立

方米，占全流域径流量的 49.4％。贵

德 县 位 于 黄 河 上 游 ，素 有“ 高 原 小 江

南”之称，境内的黄河有着“天下黄河

贵德清”的美誉。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以来，贵德县不断

加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健

全完善长效管控机制，全力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走进芦花湾水生态湿地改造提升

项目现场，工地热火朝天、井然有序，

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贵德县生态环

境局局长武同生介绍，芦花湾水生态

湿 地 改 造 提 升 项 目 通 过 湿 地 岸 线 修

复、栖息地保护、水系沟通、清淤疏浚

等综合治理措施，让芦花湾湿地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发展，水源涵养能力持

续增强。

贵德开展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

流失治理，统筹实施东河、豆后浪河水

生态保护修复、芦花湾水生态湿地改

造提升、农春河河岸缓冲带生态保护

修复等工程，一体推进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试点项目。“通过一系列措施，

河道防洪能力大幅提升，河湖水生态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贵德县水利局局

长付尚兴说。

为加强黄河流域城乡生活污染治

理，贵德制定印发《贵德县黄河流域入

河排污口“一口一策”整治实施方案》，

深入开展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对

全县生活污水排污口开展拉网式排查，

制定工作台账，做到一排口一编号。

据统计，贵德县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村庄覆盖率达到 57％，县城污水处

理率达 95.56％，全县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达标率 100％，黄河断面水质稳定达

到Ⅱ类标准，大力推动畜禽养殖粪污

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 89.5％。

坚持共治共享、形成合力。“我们

推进各地各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发力，

建立健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

保护治理机制。”付尚兴说，贵德县与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南县以及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签订《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河湖管护联防联控联治

协议》，深化全流域联防联控。

在黄河岸边，每隔一段就有一块

河长制公示牌，上面明确标注着责任

人、联系方式、职责和监督举报电话。

在贵德，有 232 名三级河湖长和 122 名

河 湖 管 护 员 ，他 们 按 照“ 一 河（湖）一

策，一河（湖）一档”管护措施，确保河

湖干净整洁。

“我们把加强黄河保护和治理作

为关键之举，在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

上奋勇当先、干在实处，目前贵德初步

形成了爱护黄河、保护黄河、守护黄河

的氛围。”贵德县委副书记、县长萨尔

娜表示，贵德将持续贯彻落实黄河保

护法，强化干流担当，狠抓责任落实，

以法治之力铺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新华社西宁10月26日电）

青海贵德：用法治守护黄河安澜
（上接第一版）

交通运输“增量”又“提质”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全省完成客

运量 2658.3 万人，同比增长 1.0 倍，其中

铁路、民航客运量分别增长 1.3 倍和 1.4
倍，公路客运量增长 67.1%……这是我

省前三季度交通客运的“成绩单”。如

此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来自于青海绿

水青山的强劲吸引，更源于各交通部门

想旅客之所想，全力提升服务、创新措

施、保障安全、优化运力等全方位努力。

今年以来，青海机场公司运输生产

迅速恢复，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持续

升温。七、八月，旅客吞吐量连续突破

百万人次。

“我是在网上买了‘青海随心飞’产

品，1999 块钱就可以在青海省内各机

场往返一次，对于我这样想游遍青海的

人来说太划算了！”广州来青海旅游的

许女士难掩内心的喜悦。她所说的“青

海随心飞”产品，是青海机场公司推动

航旅融合的一项举措。

青海机场公司将一嗨租车引入支

线机场，推动“航空+租车”项目落实；

推出落地专享景区、酒店优惠的进港旅

客权益卡产品，日均发放 100 余张；推

出省内“随心飞”“航空+团队”等系列

航线促销产品，带来航空增量旅客近十

万人次。

青藏集团公司建立客车开行质效

评估机制，科学实施“一日一图”，精

准投放运力，动态调整运力，并积极

打造“青藏铁旅”旅游品牌，开行出

省进藏旅游专列，进一步促进了地方

经济发展。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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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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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多措并举推动《道路旅客运

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落地见效，引导

道路班线客运企业积极推广定制客运

服务。目前，西宁、海东、黄南、海南 4
地开展了定制客运服务，备案定制客运

线 路 26 条 ，路 线 类 型 涵 盖 了 市 际 、县

际、县内班线。

此外，省交通运输厅推动网络货运

发展，针对道路货运行业主体规模化程

度低、抵御风险能力不强等具体问题，

鼓励龙头企业主动整合和引导个体工

商户加入网络货运平台，推动道路货运

行业高质量发展。

其他服务业“活跃”且“向好”

10 月 24 日，位于西宁市五四大街

的中国电信营业厅门庭若市，充满欢声

笑语，摆放的零食糖果让来办业务的群

众感受到温暖。

“听说这里有办理业务赠送话费

券、消费券的活动，我过来咨询一下。”

前来办业务的市民微笑着说。

今年以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分公司积极参与政府消费券发放

活动，消费场景主要分布在加油站、智

能终端销售门店和重点商场、超市、智

能家电等。仅上半年，直接带动消费交

易 7581.43 万元，通过“翼支付”App 带

动近 15 万人参与活动，活动影响力覆

盖全省 9个市州。

1 月 至 8 月 ，全 省 电 信 业 务 总 量

62.5 亿元，同比增长 19.8%。移动互联

网接入流量增长 14.4%，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增长 18.7%，5G 移动电话用

户增长 49.3%。

据记者走访了解，今年立春后，青

海租赁市场也逐渐进入旺季。“今年我

们的生意还不错，经济逐渐回暖后，租

赁办公室、店铺的人开始增多，6 月起，

高校毕业生也陆续进入租赁市场，进一

步提高了住房租赁市场的热度。”西宁

好管家房屋中介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说。

前三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的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233.4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服务业释放主动力 彰显信心与潜力

深秋季节的西宁市北川河湿地
公园呈现“水天一色”的美景，令人
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作为西宁最
大湿地公园的北川河湿地公园建成
开放 5 年来，有效改善了西宁周边
的生态环境，也是许多市民休闲、散
步、赏景的好去处（10月27日摄）。

本报记者 祁国彪 摄

深秋的北川河湿地
公园“水天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