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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枸杞、红枸杞、食用玫瑰

花、蜂蜜、沙葱和藜麦……在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郭勒木德镇红柳村仁达合作社

的货架上，这些土特产引得游客

纷纷驻足购买。“这是当地的‘大

头哥’牌土鸡蛋，味道好，我们每

周都会来买点。”游客周桂平手里

拎着一提鸡蛋说。

“‘大头哥’就是我呗！”红柳村

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因为我的

脑袋比较大，大家就叫我‘大头哥’。”

说起“大头哥”，红柳村的村

民们可太熟悉了，一个是带领他

们成立合作社一起致富奔小康的

李书记，另一个就是仁达合作社

农产品的注册商标。

2011 年，李国善辞掉了薪水

优厚的企业工作，回到了“沙窝

窝”里的移民新村。利用在外打

拼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和知识，

他一回乡就组织乡亲们建立合作

社。2012 年，仁达合作社正式登

记注册。“当时村里有 40户村民入

社了，不少人甚至是借钱入社，让

我特别感动。”李国善说。

“一开始准备成立合作社时，

周边好一点的耕地都被占用了，

只有这片沙地，为了改造这片沙

地，我们一共凑了 100万元用来翻

地、买枸杞苗、买水泵和修水渠，

弄好后就种了 300 亩的枸杞。”李

国善说，随后的几年，他和乡亲们

将枸杞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枸

杞带来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如

今，仁达合作社年生产枸杞干果

150吨，销售收入达 500多万元，年

利润达到了 100万元。

在发展枸杞种植的同时，

2016 年，合作社还赶上了政府的

“菜篮子”计划。“我们的发展眼光

要长远些，不能一条腿走路，光种

枸杞。”在政府的帮助下，7座温室

大棚在仁达合作社建起，李国善

和乡亲们开始种植无公害的瓜果

蔬菜。

“为了能种好菜，我们修了鱼

塘解决灌溉问题，养了鸡鸭鹅，还

养了八眉猪，解决了肥料的问

题。”李国善说，不知不觉间，仁达

合作社的循环种殖、养殖已初具

规模。“现在我们总共养殖了 300
多头‘八眉猪’，温室大棚也增加

到了 14座。再也不用担心一条腿

走路，而是多点开花。”李国善说。

随着产品越来越丰富，合作

社注册了“大头哥”的商标，仁达

合作社的农产品有了自己的品

牌。“大家都认可李书记，一致同

意用‘大头哥’做商标，以后这就

是我们仁达合作社最亮的名片

了。”村民李秀兰说。

“未来三年，我们计划要发展

生态农庄、采摘园、玫瑰观赏园

等，让城里的游客来了不想走，让

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李国善

说。

本报讯（记者 汪

芳）近日，市场监督管

理局多举措开展《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宣传工作，积极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切

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知

晓率。

《化妆品监督管

理 条 例》（以 下 简 称

《条例》）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为了进一步

规范我市化妆品经营

活动，加强化妆品监

督管理，保证化妆品

质量安全，推动化妆

品行业健康发展。市

场监管局积极组织监

管人员参加省局举办

的《条例》培训班，通

过交流学习，多角度

全方位加深对《条例》

的理解。同时，鼓励

监管人员认真开展个

人自学，进一步强化

对《条例》立法精神和

主要内容的理解。结

合“化妆品科普宣传

周”活动，通过悬挂横

幅、摆放宣传栏、发放

宣传资料、滚动播放宣传视频等

方式同步开展宣传工作，利用微

信公众号、商场电子屏等，扩大

《条例》宣传覆盖面，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的化妆品安全使用意识、

监督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与此同时，将《条例》宣贯与

化妆品专项行动相结合，加强化

妆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针对性

地检查化妆品专卖店、超市等化

妆品经营单位，在监督检查过程

中通过发放《条例》宣传册及现场

指导的方式帮助经营者了解《条

例》的具体要求和内容。

“大头哥”致富记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今年以来，

中国石油青海格尔木销售分公司以“战

严冬、转观念、勇担当、上台阶”主题教

育活动为契机，以“提质增效”专项行动

为统领，狠抓经营管理质量提升，逆势

实现销量稳增长、利润扭亏为盈。

记者了解到，中国石油青海格尔木

销售分公司精耕细作培育市场，攻坚克

难争效益，科学应对提升经营效益，针对

存在的经营薄弱环节，制定了《格尔木分

公司亏损站治理方案》《“夺销量、保效

益、大干六十天”提量方案》《全覆盖网格

化客户普查及开发维护方案》。针对不

同站点市场潜力提出措施和完成时间，

细化指标、责任到人。同时，狠抓终端提

升经营效益，安排辖区站点开展客户普

查，通过日通报、周总结，成功开发 9 家
优质客户，实现柴油增量。多措并举做

强非油业务，制定全员营销方案，通过

人人营销、时时营销，实现非油收入稳

定增长；发挥站外店效应努力实现非油

量效齐增，今年新投运火车站外店、机

场店投运，大大提升盈利能力；另外，该

公司还根据市场份额、竞争程度将三个

品牌发展部管辖站点划分为“量效双高、

量低效高、量效双低”三类，根据类型采

取不同销售策略，提升市场掌控力。

为扭转亏损局面，该公司积极转变

思维，努力提升管理能力，充分运用信

息平台，针对油站基础管理差等现象，

安排业务运作部每日视频扫站，每日通

报并将通报内容纳入月底考核，通过持

续扫站，员工们养成良好习惯，为客户

提供优质服务。该公司还精打细算降

本增效，努力做好成本管控，以成品油

市场整顿为契机，利用闲置的撬装设备

及小额配送车辆开发工矿型客户，遏制

地炼油品的进入，提升销量。同时，调

配人力降成本，合理安排加油站倒班机

制，因站制宜，盘活了人力资源，减少了

加油站用工成本。对偏远站优化倒班

频次，降低了倒班差旅费用。积极开展

异业联盟，与“团油”APP 等平台合作，

给客户最大限度的让利，强强联合，提

升市场竞争力。

通过一系列措施，该公司自 4 月逆

势扭亏，并保持高质量发展，为驻地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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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妆
品
监
督
管
理
条
例
》
新
年
实
施

（上接三版）和最高警戒线，并严格奖

惩。建立完善信息平台，构建血液信

息网络和献血信息数据库，献血者可

利用采血现场、语音查询电话、献血热

线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献血结果查

询，为献血者提供人性化服务。每周

向献血者发送检测结果短信，同时落

实专人解释献血结果，不断提高规范

化服务水平。结合“三好一满意”活动

开展，大力实施“123456”服务标准，极

大地提高了献血者满意度。目前全市

献血者满意度调查总体满意率为

96.7％；接受社会对象质询 150 次，回

复率为 100％，反馈收集满意度为

98.2％。在无偿献血“六进”活动中，

到部队采血 4 次、宣传《献血法》及无

偿献血知识 6次。

切实加强人才队伍教育培训，以

“创建学习型血站，争做知识型员工”

为目标，有计划地安排开展继续教

育。制定年度业务培训计划，严格按

照培训计划对职工进行系统性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内训与外训

相结合。坚持每年举行一次质量管理

体系文件知识竞赛、岗位操作技能比

赛。目前所有在编人员均为公招聘

任，所有专业技术人员均符合《血站质

量管理规范》关键岗位资质要求。建

立无偿献血志愿者宣传服务队，以加

强无偿献血的宣传和完善献血服务体

系。目前工作人员均持有《全国采供

血机构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为保

障血液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下一步，该委将进一步

加强对全市医疗机构用血的日常监督

管理，加大对临床用血违法违规行为

的查处力度，对临床用血管理不规范

的医疗机构以及医师，将依法进行相

应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医疗机构负

责人的行政责任。完善临床用血培训

相关制度，扎实开展临床合理用血知

识全员培训，重点做好临床用血重点

科室医务人员的临床用血、无偿献血

知识培训，不断强化医务人员临床用

血的法制意识、质量意识和安全意

识。加强临床用血精细化水平。临床

用血医疗机构紧紧围绕临床用血出

库、储存、申请、审批、使用、评价、应

急管理和不良事件监测报告等关键环

节，制定并完善临床用血分级管理、大

批量用血分级审批和输血前后用血评

估等工作制度，加强临床用血信息化

管理，逐步实现与采供血机构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提高输血综合分析能

力，积极开展微创、可控性降压等技术

新手段，减少血液资源浪费，提高血液

安全管理水平。

李国善（左）给孩子们讲学习的重要性。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