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3 月 5 日 是 第 61 个“ 学 雷 锋 纪 念

日”，也是第 25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

务 日 ”。 为 传 承 雷 锋 精 神 ，大 力 弘 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青海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

服务活动，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更加璀璨的光芒。

城市文明我创建
志愿服务我先行

“文明是什么，咱们老百姓能为文

明城市创建做些什么？”当日下午，共

青团西宁市委联合市文明办等单位组

织青年志愿者在城东区吾悦广场开展

“弘扬雷锋精神 青年与你同行”市级

示范活动。

“听音识曲猜红歌”“普法宣传入

我心”“生态环保齐参与”……青少年

通过慢跑打卡宣传生态文明思想，红

领巾志愿者通过爱心义卖募集到的学

习用品、手工艺品、图书等物品，号召

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行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海 东 市“ 学 雷 锋·文 明 实 践 我 行

动”主题活动现场，25 支志愿服务队的

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册、宣讲知识

等方式，向市民科普交通安全知识、医

疗健康常识、反网络诈骗知识、禁毒禁

赌知识等。普法宣传、清扫卫生、关爱

慰问、义剪义诊……在平安路社区志

愿 服 务 点 ，一 个 个 不 停 忙 碌 的“ 红 马

甲”成为社区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

居民群众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卜恰镇

开展“清洁海南”卫生大扫除活动，200
余名干部职工分组前往城北射箭馆和

环城东路加气站卫生清理点，对卫生

清理点周边的外延村道、背街小巷、河

道周边、卫生死角、沟渠等展开清理，

为镇区居民群众创建了一个优美、整

洁、干净的生活环境，为共建美丽文明

共和贡献力量。

春意暖暖学雷锋
便民服务送上门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格萨尔广

场上，“我与雷锋有个约定”志愿服务

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免费测量血

压、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导、普及慢

性病预防等知识……活动现场，医护

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藏医、西医专

家“摆摊设点”，针对百姓遇到的疑难

问题一一给予解答，为广大群众送上

服务、送去健康，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用实际行动当好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以学雷锋先进典型人物为示范，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紧贴群众生产

生活需求，集合 14 支志愿服务队清理

县城周边环境卫生。组织辖区内各级

道德模范、“最美祁连人”、学雷锋标兵

等，深入社区、农村、牧区，因地制宜开

展扶老助残、帮困解难、应急救助、便

民利民等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注册志

愿者和周边居民、农牧民，畅谈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弘扬雷锋

精神重要指示精神的思想收获，交流

对雷锋精神丰富内涵和新时代魅力的

理解认识。

清 理 河 道 、疏 通 沟 渠 、维 修 道 路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兰采乡党

委依托魅力兰采、党员志愿服务微信

群等平台和悬挂横幅等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广泛宣传，号召多方力量开展

“学雷锋日”志愿服务活动。“我们以志

愿服务活动为纽带，见贤思齐，发扬雷

锋精神，集各方力量锻造优良作风，为

推动全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一股精

神力量。”兰采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卡

本才让说。

关爱一老一小
守护“朝夕美好”

“看卓措毛，给我换一条干净的抹

布，我把玻璃再擦一遍。”玉树藏族自

治州玉树市结古街道志愿服务队的志

愿 者 们 挽 起 衣 袖 ，接 上 热 水 ，手 拿 抹

布、擦窗器等清洁工具，进门入户帮助

老人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杂物，让老人

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爱和友善。劳

动过程中，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合理

分工、相互协作，以实际行动践行“服

务人民、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在“学

习雷锋、争做先锋”中传递文明新风、

彰显时代担当。

“陌生来电不要接，核实身份再沟

通。”当日，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携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团委，

前往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峡

镇麻其村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志 愿 者 来 到 大 通 县 克 麻 中 心 小

学，用浅显易懂的讲述方式为同学们

分享雷锋故事，引导同学们学习雷锋

精神，弘扬时代新风。同时，现场开展

集“金融反诈、用卡安全、个人信息保

护”为一体的金融知识小课堂，通过鲜

明的金融案例讲解，帮助孩子们建立

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第

二、第三党建联盟党员民警带着满腔

的热情和关怀走进海西州特殊学校，

陪同孩子们一起制作手工艺品、绘画，

为他们送上学习用品、玩具等小礼物，

现场氛围欢乐温馨，大家共同度过了

一次特别的“雷锋日”。

（本报记者 王晶 执笔 程宦宁
郭靓 陶然 张洪旭 丁玉梅 苏烽 谢
梦茹 李永波 公保安加 通讯员 赵强
参与）

——“3·5”学雷锋纪念日活动见闻

弘扬雷锋精神 争做雷锋传人

3月3日，海东市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举行年终总结暨股东分红大
会，实施激励性分红62万元，其中村民股东50万元，村集体12万元。2023
年，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全年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30余万人次，景区经
营性收入340余万元，农家乐收入180余万元，沿线摊点2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杨红霞 摄

油嘴湾景区年终分红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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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北讯（记者 丁玉梅）“不

用翻达坂山，走高速一个半小时，就能

到西宁。”3 月 4 日，家住海北藏族自治

州门源回族自治县青石嘴镇马吉龙，开

车带着父母前往西宁就医，便捷快速的

交通，让他不禁感叹道。

截至目前，海北州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 10412.87 公里，比“十三五”末新增通

车里程 796.4公里，提前两年实现“十四

五”规划“县县通高速”的目标。近年来，

海北州不断加快建设境内高速公路，曼

大高速大通至仙米段通车运营，扁门高

速（门源克图至盘坡至峨博段）2023年 7
月1日实现通车，西察高速刚察至甘子河

段2023年6月10日实现通车运营。加西

高速控制性工程金银滩隧道2023年6月

底实现贯通，湟西高速正在全力建设中。

海晏县继门源县后进入动车时代；

祁连支线机场已全面恢复运营。铁路、

高速、机场综合立体交通加快发展，公

路路网结构全面完善，通达深度向纵深

推进，“快进”体系有序完善，引领海北

全域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祁大公路

等一批国省干线建成通车，在建高速和

国省道同步实施观景台 14 处、停车港

湾和驿站 79处、综合服务区 9处。一大

批旅游路、产业路、特色路、乡村路陆续

建成，交通旅游服务设施有序完善。随

着海北州一个个交通项目的竣工、一条

条城乡公路的通车，逐步形成的外联内

畅的公路路网骨架，成为海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海北提前两年实现“县县通高速”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绿电进校园”活动。 本报记者 倪晓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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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为老人理发。 本报记者 谢梦茹 摄

为孩子们送去新书。 本报记者 郭靓 摄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西宁市

城管局积极推动主城区城市管理领域

城市管理审批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截

至 3月 4日，已实现审批备案事项“一网

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零跑动”。

西宁市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优化城市管理网上服务窗口，改进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设置宣传品备案、设置非

大型户外广告备案等事项办理流程，实

现“一网通办”。自1月21日正式上线运

行以来，累计网上办理备案事项 750 余

件。同时，大力推动城管审批事项网上

办理。采取优化办事流程、精简申报材

料等措施，实现结果证照电子化，办理时

限从原来的平均5个工作日缩短到当日

办结。第一时间认领省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交换平台交办事项，迅速梳理办事

流程，提交相关资料，助力线上办理工

作高效、快速运行，累计网上办结行政

事项935件，网办率、即办率均达100%。

西宁市不断拓宽政务服务工作思

路，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打破原

有城市建筑垃圾准运证“一车一证”限

制，创新办理“一证多车”准运证。指导

商超网上办理设置宣传品备案相关手

续，实现群众“零跑动”。

西宁市实现城市管理审批事项
全程网上办理

本报记者 陈 晨

3 月 1 日，200 余名务工人员乘坐

4 辆“返岗专车”从西宁市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出发，奔赴西藏自治区和

我省青南三州各类企业务工就业。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点对点’包

车，大巴就停在家门口，坐到厂门口

直接面试上岗。政府为我们考虑得

太周到了，不仅给我们介绍好工作，

还把我们送到厂门口。”赵洪鑫在村

里劳务经纪人的介绍下，准备前往花

土沟务工。

为让务工人员能够顺利外出务

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积

极同交通部门对接，调配安排输转运

力，确保“点对点”输送有序进行。同

时，谋划在前，广泛收集用工岗位信

息，大力发动基层工作力量，精准摸

排劳动力外出意愿，把工作岗位送到

务工人员的家门口。

侯生文是赵洪鑫同村的劳务经

纪人，除了赵洪鑫，他还组织了 50 余

人外出务工。“他们去的地方都没赵

洪鑫那么远，就在我们大通本地的一

些 企 业 ，岗 位 要 求 不 高 ，能 就 近 就

业。”侯生文说，“现在政府对劳务经

纪人政策扶持力度大，我们非常愿意

带动村里人出来务工。”

年初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主

动与江苏、浙江、安徽、甘肃、西藏等

我省农民工集中务工地区对接，并积

极发挥劳务经纪人等社会力量，提升

农民工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

“我们大力发动基层工作力量精

准摸排劳动力外出意愿，明确‘供’在

何处，‘需’在何方，促进人岗精准高

效匹配。发挥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和乡镇、村‘两委’等力量，聚焦企

业和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两端’需求，

不断收集适合农民工就业岗位信息，

促进岗位供给、需求更好衔接。”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责任人说，

接下来，他们将持续组织开展“送岗

下乡”“流动招聘”等活动，不仅要实

现“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无缝对

接，打通“最后一公里”，更要做到送

岗在前，主动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在春节后劳动者外出务工高峰

期和企业复工复产关键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已在全省协调专车

6 批次，此次是组织转移输出农牧民

最多的一次。同时，持续强化外出就

业保障服务，协调交通运输等部门，

加强“点对点”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

保障，及时兑现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

补贴等奖补政策，全力稳定和扩大农

民工就业规模，助推农民工就业增

收。

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返岗专车

如同温暖的春风，吹拂在每一位外出

务工者的心头。省人社部门将结合

“青海 e 就业”特色品牌创建和“人社

服务进万家”专项活动，主动送政策、

送服务、送岗位，继续采取有力举措，

切实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牵好线、搭

好台，全力确保全省就业工作实现首

季“开门红”。

“返岗专车”助复工
春风送暖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