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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王晶 通讯员 朱玉筠） 4 月 10 日，“三线

建设在青海——西宁市城北区‘三线建设’党群教育基地”正式开

馆，这是青海省首个集党员教育、沉浸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三

线”主题党群教育基地。

据了解，“三线建设”党群教育基地占地1248平方米，划分“百炼

成钢，牢记使命显担当”“聚沙成塔，踔厉奋发守初心”两个篇章。实

景化展现“三线建设”时期西宁、海东、青海湖等地区的30个重点厂

区，情景式还原“装配车间”“干打垒”“八十年代家庭”等生产生活场

景，多维度展出261件（套）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老物件”。首次呈

现出105份有价值、有分量、有代表性的“三线”文献史料，通过“图文

资料叙史+多媒体互动+场景还原”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展

现1964年至1980年期间“三线建设”在青海时期的历史。

为传承和弘扬“三线建设”历史脉络，城北区聚焦历史与现实、全

国与青海多重视野，积极构建理论与实践同向同行、参观学习与情景

党课互动互生、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得益彰的党员教育课程资源体

系，为新时期党员教育工作夯基储能。同时，城北区“三线建设”党群

教育基地将现场教学、情景教学、体验教学和理论提升有机结合，精心

设计“四位一体”党员教学模式，推出访谈式情景特色党课，就近打造

“三线书院”，为新时代党员教育基础提供重要保障。

青海首个“三线建设”
党群教育基地开馆

本报讯（记者 叶文娟） 4 月 8 日，依托青海大学（青海省畜

牧兽医科学院）组建的国家林业草原高寒草地适应性管理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成功获批，这是青海首个获批的国家林业草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国家林业草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面

向林业草原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

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以开展关键共性技术

研发、科技成果工程化验证、成果转移转化及应用示范为任务，依托

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单位建设的研发平

台。中心计划 5年内为共建单位及行业内其他企业增收 500万元，

为示范区牧民新增人均收入300元/年，培训农牧民1000余人次。

国家林业草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成果获批，将有利于加快

我省高寒草地适应性管理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科技人才培

养，促进我省高寒草地适应性管理产业应用技术和产业化的快速

发展，改善高寒草地生态环境和生产力，促进高寒牧区农牧民增

收致富，切实增强高寒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按照中心设定

的 5 年发展规划，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切实

发挥中心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将国

家林业草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成集产、学、研、用、育、繁、推、

销、加工为一体的科技服务中心与学术交流中心。

青海首个国家林业草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

本报讯（记者 魏爽） 4 月 10 日，记者从省消防救援总队获

悉，1 月 29 日至 3 月 31 日，省消防救援总队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

展了为期 2 个月的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行动开

展以来，全省各级消防部门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关键环节、发动各

方力量，严查彻改突出风险隐患，积极研究治本攻坚之策，确保全

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行动中，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积极落实各项整治措施，开展集

中大排查、大整治、大曝光、大演练、大约谈、大督导等“六大行

动”，结合“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

突出风险隐患，全力发动行业部门、社会单位、基层群众等各级力

量，对检查发现的突出风险隐患，登记上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

逐一销账，确保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纵深开展。据

统计，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共检查单位 1.33 万家，督改隐患 1.7
万处，临时查封 97 家，责令“三停”83 家，罚款 580.12 万元。重点

排查违规施工作业和生产经营问题 355 处，查办 278 起；发现安全

疏散条件不足问题 4821 处，整改 4706 处；排查违规设置铁栅栏、

防盗网等障碍物 39130处，拆除 35512处、16.51万平方米。

此外，我省各级消防部门扎实推进以“常识性宣传、警示性选

宣传、实操性培训”为重点的宣传活动，曝光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助推大整治行动持续深化、落地见效。联合省教育厅

在全省 766 所学校部署开展“学校火灾疏散逃生大演练”和“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在省市主流媒体开设曝光台，先后集中曝光隐

患单位 1858 家、典型隐患和违法行为 3555 条，将“急、大、难”问题

公布于众，倒逼责任落实和隐患整改。

青海消防安全集中除患
攻坚大整治行动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陈晨）“‘培训+供岗’

的一条龙服务将为更多人点亮就业梦想。”

4 月 8 日，西宁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日

前，青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 12 部

门印发《2024 年全省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实

施方案》，明确 2024 年全省开展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 14.46 万人次，其中，人社部门组

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9 万人次、行

业部门组织各类培训 5.46万人次。

据了解，《实施方案》重点围绕企业职

工、农民工、脱贫劳动力等就业重点群体，根

据劳动者培训意愿和企业用工需求，精准满

足各类群体培训需求，灵活、有效组织开展

好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岗

位需求的匹配度；进一步发挥技能人才评价

作用，促进培训和评价相结合，引导劳动者

通过培训实现技能提升、就业创业和增收致

富。旨在持续提升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

技能素质和稳定就业能力，以农村转移劳动

力、返乡农民工等为重点开展实用化的短期

技能培训、在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创业

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结合县域

经济发展，开设适合大龄农民工、青年农民

工的培训项目，打造一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

训特色优质品牌，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和乡

村工匠；加快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留得住的高素质农民工队伍。

此外，《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各单位各

有关部门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形成工作合

力，推动工作方案落实落地，为产业“四地”

建设提供坚实技能支持和人才支撑。进一

步优化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管理，规范补

贴性培训机构经办流程，加强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管理，强化补贴资金统筹使用和监

管；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4.46万人次

青海印发《2024年全省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实施方案》

本报西宁讯（记者 刘祎） 记者从

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截至 4 月 7 日 ，西宁市首批 76 个“就近

办”服务网点已承接 13 项社保高频服务

事项，办理各类事项 1200 余笔，服务群

众 960 余人，以社保经办服务为主体、银

行合作网点为补充的“一干多支”网点化

服务格局基本形成。

据悉，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在西宁市 76个服务网点中优选 5家地理

位置优越、人员密度较大、硬件设施完备、

网络环境优良的网点作为社保“就近办”

服务示范网点，持续加大系统、业务、培训

支持，以点带面辐射引领其他服务网点，

全力提高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服

务内容由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社保卡申

领，向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次性丧葬费

申领等更多量大面广低风险的业务延伸。

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

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即时发布

“就近办”银行网点及办理事项清单。各

银行网点和县区人社部门依托“人社服

务进万家”活动，深入网点周边的广场、

商业中心、社区，主动发放社保“就近办”

服务宣传折页，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和服

务引导，进一步提高政策知晓度，让老百

姓看得见、享得到社保便利服务。

西 宁

首批76个
“就近办”网点

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 郭靓）“地震发生后，家里的房子墙体出现裂

缝，多处玻璃、瓷砖掉落一地，还好农行给发放了‘家园贷’，我可

以安心建新房了！”4 月 10 日，正载着一车钢筋水泥回家的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曹旦麻村村民拉龙才让笑着说。自积石山 6.2 级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以来，农行青海分行创新信贷产品、助力春耕

备耕，用心用情做好灾后重建金融服务工作。

农行青海分行根据受灾农户清单，因地制宜创新推出“家园

贷”，该产品以受地震灾害影响的农户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坚持户

借、户用、户还，满足受灾群众购建农村住房、维修受损房屋、医疗、教

育以及其他家庭生活等基本需求。同时，加强网点联动，组建专项

服务团队，调研受灾群众信贷需求，推进农户信息建档。畅通绿色

通道，推行简便化、线上化服务模式，申请利率优惠、单户额度免扣

减等政策，降低受灾群众融资成本，确保受灾群众尽快获贷建房，入

住新家园。今年以来，农行青海分行已发放农户贷款62亿元，为房

屋受损鉴定为C、D级的68户受灾群众发放贷款1084万元。

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农行青海分行成立服务小分队，走进田

间地头，了解受灾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宣讲惠农政策，配套制定信

贷计划，以“高原马铃薯贷”“富民贷”为抓手，优先支持受灾地区

农户的小麦、马铃薯种植及农机购买需求，为受灾地区春耕备耕

提供金融保障。

农行青海分行全力做好
灾后重建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杨红霞 程宦宁

“尝一下我们青海玉树的牦牛肉。”4
月 7 日，来自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的

索南拉毛和丈夫才仁江措身穿民族服饰，

拿着切好的牦牛肉在江苏省徐州市泉山

区青海生态特色体验馆门前，向来往行人

介绍来自玉树的牦牛肉。

青海生态特色体验馆总面积 180 平方

米，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奎园农贸市

场南门，紧邻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地理

位置优越，建馆投资近 100 万。体验馆一

楼展示厅于今年 2 月 20 日开业，馆内以曲

麻莱绿色有机产品为主，玉树牦牛肉、冬

虫夏草、黑（红）枸杞、黄菇、蕨麻等产品整

齐摆放在展示架上。二楼藏式风格的餐

厅也于 4月 1日正式对外营业。

记者了解到，该体验馆由徐州市泉山

区、玉树州曲麻莱县两地党委政府根据签

署的《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等文件精神

要求，联合成立的拓展消费协作通道的前

沿阵地，同时也是东西部协作打造“泉曲

样板”的窗口。

“去年 9 月份，徐州市泉山区党政代表

团到曲麻莱县考察，我们带他们体验了一

下当地的特色藏餐，代表团一行人觉得味

道非常好，他们说能不能把玉树的牦牛肉

带到徐州去，也让当地人尝一尝。”顺着这

个思路，曲麻莱县副县长李海兰和当地政

府进行了解考察后，决定在徐州当地建一

个特色产品体验馆，展示曲麻莱特色产品。

“没想到这么快！不到半年时间，我

们的体验馆就对外营业了，这得益于泉山

区对口支援协作。生态体验馆的打造不

仅能展示曲麻莱县特色产品和风俗民情，

拓展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对深化

两地融合、增进情谊，拓宽对接领域和渠

道，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事业深入发展具

有更现实的意义。”李海兰说。

为了更好地销售玉树特色产品，曲麻

莱县利用泉曲两地劳务协作关系，专门从

曲麻莱县招聘了两位工作人员到生态体

验馆工作。

索南拉毛和丈夫才仁江措就是第二

批到生态体验馆工作的人。“这边工资高，

每个月有 5500 元收入，还给我们报销来回

路费。能有这样的机会特别好，工作了短

短一星期，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索南

拉毛告诉记者，体验馆里的东西都是自己

从小吃的，所以介绍起来非常熟练。

“我们在这里不仅能挣钱，还能宣传

家乡的文化，每天都挺开心的，尤其是碰

到回头客的时候。前两天，一位大爷因为

觉得我们的扎什水饺好吃，第二次又来回

购，一次性就拿走了 9 盒。希望我们的好

产品得到更多人的喜欢。”索南拉毛高兴

地说着短短一周在徐州的工作体验。

体验馆负责人路琛告诉记者，体验馆

不仅有线下实体店销售，还增设了线上电

商 平 台 ，开 业 前 期 主 要 还 是 产 品 展 示 为

主，让大家了解来自玉树的特色产品。

“生态体验馆的理念就是让青海的绿

色有机产品走上泉山乃至徐州群众的餐

桌，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开业一个多月以

来，奶制品、牛肉酱等产品深受大家的喜

爱，复购的人挺多的，大家对我们的产品

也非常认可。”路琛说。

近年来，为了让地方好产品“走出

去”，曲麻莱县持续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示范县建设，抓机遇，借东风，

乘势而上，充分利用各类资源优势、政策

优势，大力培育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不断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做大

做强“玉树牦牛”“扎什加羊”产业，让

世界牦牛种源地核心区品牌更响、牧民

更富。

借东风凭好力借东风凭好力,,曲麻莱品牌走进徐州曲麻莱品牌走进徐州

索南拉毛和丈夫才仁江措在体验馆门口。 受访者供图

本报海北讯（记者 尹耀增）“经过

美甲培训，我学会了指甲修形与抛光，还

会做卡通、花卉、晕染等好几种美甲款

式，为我以后的创业奠定了基础。”4 月 7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滩乡的一

位参与创业技能培训的学员说。据介

绍，海北州人社部门将“落实职业技能水

平巩固提升计划”纳入 2024 年人社工作

要点，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就业稳定、缓

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抓手，结合农

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劳务品牌培育，围

绕脱贫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培训需求，

精准开展“订单式”培训。截至目前，举

办创业培训、刺绣、美甲、民族歌舞、高校

毕业生公考培训等工种的技能培训共 9
期，培训 392人次。

发挥乡镇就业联络员和驻村干部作

用，做好群众技能培训意愿调查的同时，

采 取“ 培 训+就 业 ”一 体 化 模 式 ，举 办

2024 年“春风行动”线上线下现场招聘

会 9场次，组织 238 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近 7800 个。强化有组织劳务输出，为集

中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点对点”输送服

务，实现组织化输出 3146 人次，促进人

岗精准对接，不断提升技能培训质效，提

高培训后就业率。

海 北

扎实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

互助:春雪“妆扮”最美梯田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4月9日晚至4月10日早间，一场皑皑春雪过后，美丽的雪花撒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的大地上，层层叠叠的梯田披上了一层“白纱”，朝阳照耀下，堆银砌玉的山间梯田呈现出别样的雪景，宛如童话世界。

本报记者 陈俊 通讯员 牟泉 摄

本报海东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曹
寿凯）“今年春季，全市旅游市场迎来一波

热潮，仅清明假日期间共接待游客 19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 4461 万元，由此也拉开全

市乡村旅游赏花踏青序幕以及又一年文旅

序章。尤其是化隆回族自治县接待游客

10.1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39.6 万元，

成 为 了 全 市 旅 游 业 的 一 大 亮 点 。”4 月 10
日，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负责人介绍到。

时序最美人间四月天，民和的烂漫桃

花、化隆的斗艳杏花、乐都的如雪梨花、互

助的如海杜鹃花等轻启河湟谷地春的序

章，勾勒出一幅幅绝美河湟春晓图，让向往

春天寻觅春景的游客赏春色品春花，共赴

高原早春之约，沉浸在“乱花渐欲迷人眼”

美景中流连忘返。眼下，家庭自驾游、亲子

游、年轻人自助游、老年人休闲游、短途乡

村游成为旅游主流，游人在享受视觉盛宴、

品尝农家美食、体验田园生活，开启亲情、

友情、爱情与休闲、娱乐、消费的完美交融。

今春，海东市各大景区客流结构以省

内游客为主，城市休闲游、近郊周边游比例

上升，家庭自驾游成为旅游市场主力，人们

纷纷外出踏青、赏花，在盎然春意中献花祈

福、涵养家风，双树村、红光村、班彦村等红

色教育基地成为“红色游”热门选择，“民俗

文化”也成为引领假日的别样风景。

近年来，海东市聚焦全省“一芯一环

多带”生态旅游布局，着力打造以乐都梨

花、民和桃花、互助杜鹃花、化隆杏花等特

色资源禀赋为核心的春季特色旅游品牌，

形成环乡村旅游集聚区、环城乡村旅游集

聚带。

19万游客带来旅游收入4461万元

海东市乡村旅游赏花踏青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