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和:以非遗之彩提民生之福

11月13日，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土族绣娘在刚刚投用的北山青绣工坊内秀青绣非遗技艺、展精彩
文创产品。今年，民和县紧紧围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聚力易地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展，在着力提升北山新
区功能品质，优化行政区域设置，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基础上，争取中央衔接资金109.86万元，启动实施青绣工
坊项目，培训7村80名脱贫妇女在青绣工坊稳定就业，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本报记者 陈俊 李庆玲 摄

省内要闻 2023年11月14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李永波4

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青海日报社党风廉政建设监督投诉电话建设监督投诉电话：：0971-8457880 0971-8457403
监督投诉监督投诉邮箱邮箱：：qhrbsjw@163.com 读者监督电话：8457776（白） 8457258（夜）

地址：西宁市长江路 5号 传真电话：8454413 邮政编码：810000 联系电话：8457775

投稿电子信箱：qhrbtg@163.com
印刷：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5号

今日零售每份2.00元 每月定价：50.00元

青海日报社常年法律顾问：青海诚嘉律师事务所主任鲁卧领律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300004000001 广告中心：8457759
报纸发行中心：8457228 报纸投递投诉：11185

本报玉树讯 （记者 程宦宁
通讯员 李军） 针对近期降雪天气

带来的一系列灾害隐患，玉树藏族

自治州治多县农牧和科技局结合

“立足岗位作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

等实践活动，扎实做好今冬明春抗灾

保畜工作，运用主题教育学习成果指

导推动发展。

制定今冬明春抗灾保畜应急预

案，在全县范围内发布 《治多县农

牧和科技局关于应对降雪天气全力

做好畜牧业防灾减灾工作的工作提

示》，详细安排防范应对工作。始

终绷紧抗灾保畜这根弦，保障饲草

料供应，落实 24小时在岗轮班值守

制度，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全力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

强 化 群 众 防 灾 减 灾 意 识 ， 依

托驻村工作队日常走访、一联双

帮 等 ， 面 对 面 为 农 牧 民 群 众 宣

讲 ， 引 导 农 牧 民 备 足 生 活 物 资 、

牲畜草料，鼓励牧民提高牲畜出

栏 率 ， 减 轻 冬 季 饲 草 料 储 备 压

力，切实做好抗灾防灾准备。同

时，通过组织动物防疫人员深入

各乡镇、村等生产一线，做好科

学 防 灾 减 灾 ， 加 强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 县 农 牧 和 科 技 局 提 前 谋 划 ，

10 月中旬以来，已完成 0.08 万公

顷饲草收割工作，库存饲草料 210
吨。本着公平、公正、精准、救

急的原则，进行合理调配，截至

目前，已向多彩乡、治渠乡江庆

村、国营牧场及县级合作联社分

发青贮饲料 170余吨。

治多治多::做好今冬明春做好今冬明春
抗灾保畜工作抗灾保畜工作

本报记者 王 臻

11 月 1 日，当初冬的第一缕阳光

照射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

河镇次汗达哇村，这座坐落在青海湖

南山山脚下的淳朴乡村渐渐苏醒，村

民关却才郎和妻子早早来到务工的

尕海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

“这个合作社是村里办的，全村

人的耕地、羊、草山都入了股，我们一

直想找个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可以照

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刚好就来这里

上 班 了 。 我 俩 一 个 月 3600 元 的 收

入，加上年底的分红，可比以前去城

里打工赚得多了！”说话间，关却才郎

和妻子的羊舍清扫工作已接近尾声。

随后夫妻俩来到最后一个羊舍，

关却才郎放下手里的扫帚，朝着羊舍

门口处的小隔间走去，不一会儿，悠

扬的音乐就从羊舍里传了出来。这

里的羊舍与其他的普通羊舍不同：除

了音响，还设有恒温水箱、喷淋系统、

热泵、循环泵等设备，通过畜棚顶上

的光热太阳能板供电，不仅可以播放

音乐，还能供暖供水、消毒除尘。

“现在养羊可先进着呢！我们这

儿是合作社，也是咱们全省藏羊产业

高效养殖技术集成科研示范基地，虽

然我不懂什么是技术集成，但这几年

村上鼓励的科学养殖让羊的产羔率

和出栏率都提高了不少，村民的收入

也跟着不断增加了。”对于祖祖辈辈

以放牧为生的关却才郎来说，先进

的、更具现代化的养殖方式已经不再

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事了。

从传统的粗放型养殖到如今集

约式的科学养殖，次汗达哇村的生态

畜牧业合作社彻底扭转了从前牧民

放牧所带来的生产、生活、生态三方

面互相冲突矛盾的局面。

“原来分散分户的经营模式已经

不能适应发展，牧民传统的放牧方式

不仅跟草原生态有冲突，良莠不齐的

品种和落后的养殖技术还制约着产

业的发展。”次汗达哇村村委书记、合

作社理事长多杰才让告诉记者，为了

改变牧民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之间

的矛盾，改变村里产业发展落后的现

状，次汗达哇村谋思路、转观念，走出

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产业良性发展新

路子。

2018 年，在充分发挥民主决策，

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次汗达哇以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新思路，立

足草场耕地资源禀赋和丰富的群众

种植养殖经验，切实担起产业振兴

“领头雁”的职责，动员群众自筹资金

建成尕海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并

确定从产业高效发展入手，对合作社

进行股份制改造，同时引进科研技

术，打造培、产、销一体的藏羊产业高

效养殖技术集成科研示范基地。

畜种改良、技术升级、管理便利，

资源的集约化让次汗达哇村产业发

展走上了正轨，标准化的放牧也让生

产和生态实现共同发展。

基 础 有 了 ，如 何 壮 大 产 业 是 关

键。

“我们的藏羊繁育已经实现了两

年三胎，每年出栏藏羊 4400 余只，同

时建立完善了饲料及称重系统、规模

化养殖场、有机肥加工点、活畜交易

市场、藏羊肉初加工点等，补齐了产

业基地基础设施短板，探索产销一体

化发展模式，年收益达 480 万元。”驻

村第一书记格日介绍到，他们以藏羊

两年三胎标准化高效养殖为抓手，通

过青海大学、省州县专技人员技术服

务团队的指导，通过藏系母羊“良种

——良料——良法”应用，构建了母

羊“两年三产或三年五产”的养殖新

模式，并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

一销售、统一品牌的“四统一”经营管

理模式，藏羊产业实现了由传统放牧

向集约化规模养殖、科学化高效管

理、品牌化集中销售的“三大”转变。

同时，积极引导有经营能力的村

民和部分无畜户从事饲草料种植加

工、藏羊养殖、销售等工作，带动就业

34人。鼓励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加

大力度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实现了“资

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股金、

牧民变股民、社员变职员”的目标。

“现在已经进入冬羔接育的关键

时期，今年一只羊羔能卖到 830 元，

到年底预计有 315 万元的收入，又能

高高兴兴地给社员们分红了。”驻村

工作队成员史海林高兴地说。

崭新的屋舍、平整的硬化路、良

好的生活环境……这座草原深处的

小村庄，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通过

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宽阔的“羊”

光大道。

——“乡村行 看振兴”系列报道

养殖变方法养殖变方法 牧民换牧民换““活法活法””

尕海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全景。 共和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全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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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
举措，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解决党内存
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
血肉联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在学，贵在
信，要在用。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

“重实践”的要求，牢固树立学以致用的
思想，将这一锐利思想武器与青海发展
实践相结合，担当实干，奋发有为，不断
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有力推动新青海
建设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人民
性、实践性、开放性的新境界，是一个系
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体
系，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
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改造主客观世界。
只有躬身实践、付诸行动，才能将这一
思想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广大党员干
部要把这次主题教育当作一种政治责
任、一种事业追求、一套干事方法，全面
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
好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
力在学思践悟上达到新境界，在干事创

业上取得新进步。
学以致用，是检验学习成效的重要

标准。对于青海而言，衡量主题教育的
学习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能不能同贯
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结合起来，
与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中心工作
统一起来。要立足省情实际，聚焦高质
量发展，紧密结合“干部要干、思路要
清、律己要严”工作要求 ，坚持把吃透
中央精神与把握省情实际有机结合，把
强化理论武装与推动实干担当有机结
合，把锤炼坚强党性与深化作风建设有
机结合，把解决实际问题与推动高质量
发展有机结合，不断补短板、攻难点、扩
优势，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新成
效。

实干成就未来。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未来可期，在实践过程中，广大党员
干部要着力实干、讲求实效，凝聚起
锐意进取的劲头和艰苦创业的精神，
把身子沉下去，把心沉下去，把握实
情、把脉问诊，在创新发展上迈开
步，在解决问题上出实招，以求真务
实的态度、苦干实干的作风投身现代
化新青海建设的火热实践。

杨燕玲

躬身实践躬身实践 成就未来成就未来

(上接第一版)立足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

切的实际需求，严格对照《海南州 2023 年

民生实事项目责任分工方案》，不断加强资

金争取力度，强化督办落实，以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彰显主题教育

成果。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针对影响人民群

众安全感幸福感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对

群 众 反 映 强 烈、社 会 高 度 关 注 的 重 点 问

题，突出隐患打击整治、排查化解力度，并

立足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大起底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

育卫生、草山地界、邻里纠纷、婚恋家庭等

重点领域矛盾风险排查、评估、化解。三

季 度 共 排 查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233 起 、化 解

223起，社会环境得到有效净化。

第二批主题教育中，我省各市州树牢

为民造福政绩观、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

领导干部坚持走在前、作表率，带头扑下

身子、沉到一线，聚焦发展重点难点，深入

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前沿，主动办实

事、解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解民忧、办实事，打好组合拳

主题教育成效如何，民生问题的解决

是重要标尺。我省将“民有所呼”化为“我

有所应”，推动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不久前，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

折赫恰托落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旗下刚察

草膘牛羊肉销售部门店刚开业就遇上了销售

渠道不畅等难题，在泉吉乡人民政府持续帮

助下，目前门店每天的营业额都在2万元左

右。

“我们乡通过积极对接、出栏奖励、设立

销售部等方式，搭建牛羊出栏销售平台，拓

宽牛羊销售渠道，这是解决乡里牛羊销售问

题的一个渠道，我们会继续提高牛羊出栏

率，助力农牧民增收。”泉吉乡党委书记金永

清介绍，为了进一步促进牛羊出栏流通，第

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泉吉乡持续帮助农

牧民算好“经济账”“生态账”“过冬账”，将主

题教育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群众身边急难

愁盼问题的工作动力，让主题教育在推动工

作过程中更实在、更接地气、更入民心。

在主题教育中，海北州紧紧围绕“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将

主题教育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坚持高标

准推进、高质量落实，以“小切口”入手，用

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主题教

育成效转化成为民务实、实干争先的生动

实践。目前，已为民办实事 296次。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蒙藏药

剂只能自费结算”一直是困扰用药患者的

一大难题。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都

兰县卫生健康局积极贯彻“青海省持续推动

民族医药纳入医保”的相关工作要求，通过

向患者“开门找问题”，依托“一体两翼”的医

疗卫生服务新体系，着力提升公共医疗卫生

能力水平，推动县蒙藏医医院的 95 种院内

蒙藏药制剂纳入医保结算。如今，患者需

要开具院内蒙藏药制剂的花费比之前少

了很多，群众切实得到了实惠。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抓住就

业是民生之本这一关键，坚持就业优先战

略 与 主 题 教 育 相 结 合 ，统 筹 打 好 岗 位 开

发、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组合拳，形成“求

职有门、就业有路、困难有助”格局，让民

生福祉“厚起来”，主题教育“实起来”。目

前，全县累计新增就业 1563 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10.73 万人次，实现收入 11.66
亿元。

敢碰真问题，敢啃“硬骨头”，各市州

在主题教育中紧盯群众长期反映、解决难

度大的问题不放，深入挖根源，精准定对

策，取得实效。

惠民生、促发展，推出硬举措

抓住民忧民盼的重点，有效回应群众

关切，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牧羊

村一社村民看太因为下肢残疾，在日常行

动和生活中需要面对各种挑战，时常感到

自卑和无助。了解这一情况后，不久前，

县残联为其提供了一套体育器材，并详细

介绍了使用方法。通过针对特定肌肉群

的锻炼，看太明显感到身体的灵活性和协

调性都有所增强，“有时候，我甚至能够慢

慢行走，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突破。”

看太的复健得益于果洛州残联的“关

爱残疾人进家庭”活动。自第二批主题教

育工作开展以来，果洛州残联通过开展残

疾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进家庭活动，

架起残疾群众间的“连心桥”、连通幸福

路，教育引导残疾人群众“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确保主题教育抓出质量、取得实效，

需要抓住典型案例，通过“解剖一个问题”

推动“解决一类问题”。

“煤建家属院又多了一户租住户，一定

要做好登记，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全面的管理

和安全保障。”“老旧小区停车位少，居民停

车困难，协调周边停车场为他们办个月租。”

“陈叔叔，药吃完了吗？我又给您买了两盒，

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民情信息的收集员、矛盾纠纷的调解

员、民生事务的服务员……第二批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西宁市一个个穿着警服的社

区（村）党组织副书记穿梭在全市大街小

巷中，串起了西宁的“平安链”。送学上

门、送服务上门……他们将主题教育激发

出来的学习、工作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

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在为民服务和化解

矛盾上出实招、做实功、求实效，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穿警服的副书记”是西宁推动主题

教育真正惠及民生的一个缩影，随着主题

教育的深入开展，西宁市党员干部努力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努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用群众所

感所获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延伸构建“庭所联动”机制，倾力解决

群众的烦心事；“四个万头”“四个万亩”高

效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健康体检

送到家门口……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黄南藏族自治州上下紧盯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推动解决一批发展

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

题。

主题教育成效好不好，群众看得最清

楚、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第二批主

题教育直面基层和群众，我省党员干部写

好主题教育“民重千钧”文章，切实推动主

题教育成果合民意、暖民心、惠民生。

以民生“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