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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日报记者 苏 烽

三月份，春回大地。清晨，在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尕海小

区里，叶生措和同是尕海镇陶哈村的几

名妇女，围坐在方桌旁，忙活不停，桌上

摆放着她们手工制作的各类奶制品。

“今天还能做个几袋子，姐妹们，

加油啊！”叶生措拿起做好的奶糖，耐心

地装进包装袋里，这可是她今天的劳动

成果，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和叶生措一起创业的，还有来自尕

海镇陶哈村里的 20 多名妇女，她们中

有的是放牧的牧民，有的是常年赋闲在

家的农村妇女，往年要等到三四月份才

有机会外出务工。

“前年，跟着叶姐学刺绣挣了 4000
多元。今年，打算继续跟着做。”陶哈村

的傲登格日力原本也是位常年在家的

家庭妇女，在陶哈村劳动技能培训班上

认识了叶生措。现在，每天在这里上

班，就可以挣上钱。

叶生措开始制作奶制品，是去年的

事。前些年，也想办法做过刺绣这类的

活，但由于刺绣受众面窄、制作周期长、

销路难打开等因素，想要办公司的想法

搁置到了现在。

俗话说，一步跨不到天边。有了上

次的经验教训，叶生措想到了个好办

法，就是把这门制作奶糖的手艺教给村

里的妇女们一起做。这样既可以节约

创业初期的成本，也可以带动更多的村

民致富。

想法有了，技术也有，可就是没人

肯跟着做奶糖。2021年，叶生措便从内

蒙古把专门做奶制品的老师请过来，免

费给村民们教技术，可村民们一听直摇

头：“酸奶、曲拉都很难卖出去，奶糖会

有人要？”

为了打消老乡们的顾虑，这一年，

叶生措边忙着跑到各村里给大家培训

技术，边在家里开始琢磨自己做奶糖，

从刚开始的原味奶糖，到草莓、酸奶、巧

克力等各式各样的奶糖，在她微信朋友

圈里火热售卖起来。

如今，这间 7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和在外务工的人

回来，闲的时候一起做产品，忙了就带

回家做。而且，除了做一些奶糖之类的

奶制品外，还有毡绣、刺绣、青绣、蒙古

族服饰等手工艺品都凭村民自己喜好

选择做。

“今年过年，光是奶糖就卖了差不

多两三万元钱。”春节期间，叶生措和大

家把自己手工制作的奶制品通过网络

和微信等渠道销售，每天制作大概 20
袋奶糖，高峰期甚至达到 40 多袋，市场

需求旺盛。

眼下，叶生措过年靠卖奶糖就挣了

3万多元的事情已经在陶哈村传得沸沸

扬扬，都来打听还能不能跟着学做奶

糖。这边，叶生措也开始为成立公司和

进村举办培训做打算，让和她一样曾苦

于没有技术的乡亲们，有属于自己的致

富门路。

几公里外，德令哈市河西街道办事

处巴音河村的柴生莲正在做着刺绣，一

针一线，手中的彩线瞬间灵动了起来，

“趁着还没开春多做点，今年还能多挣

点。”柴生莲说，完成后的手工刺绣产品

每件按照工艺不同，能卖到 200 元至

1000元不等。

和叶生措不同的是，柴生莲创业起

步的时间更早。2016 年，在巴音河村

“两委”的鼓励和支持下，她便成立了德

令哈金雪莲文化工艺品有限公司，带着

周边村里的 70 多名妇女制作刺绣、堆

绣、芦苇绣、香包和盐画等手工制品。

“电商培训、技能培训、产业扶持

资金……每年国家给予我们的扶持，

也让我们很有信心！”柴生莲现在是德

令哈金雪莲文化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公司现在不仅在德令哈开了两

家线下门店，还开通了抖音、快手等电

商渠道。

“现在大家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生意也跟着红火了。”绣完一件

精巧的刺绣产品，柴生莲便在一旁的电

脑前浏览着客户的订单。如今，她和同

事们的手工艺产品已经走出海西，迈向

更宽阔的市场……

在德令哈市，越来越多的叶生措和

柴生莲在当地推行职业技能培训的队

伍中脱颖而出，从过去单一的劳动型向

技能型、知识型、创新型人才转变，在实

现职业技术能力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辐射带动着周边群

众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据了解，仅在去年，德令哈市城乡

劳动力及创业培训 2101人，实现农牧区

劳动力专业就业 16118 人（次）；城乡劳

动力及企业职业技能培训 60 期 2474
人，城乡劳务收入突破 9660万元。

德令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负责人芦艳青介绍说：“就业创业问题

关乎群众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将

继续加大城乡居民技能培训力度，拓

宽就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帮助更多的城乡居民增加收入，实现

共同富裕。”

行进在新征程的航线上，一项项政

策落地有声，鼓舞人心；一场场培训踏石

留印，催人进步。在各项就业创业政策

的推动下，在德令哈，新时代赋予每个人

出彩的机会和空间，有了走出大山，靠自

己的奋斗拥抱梦想的美好天地……

走出大山，她们拥抱梦想蓝天

为了给消费者创造和谐稳

定、安全诚信的消费环境，提高广

大群众的健康消费意识和消费知

识，中国石化海西分公司德令哈

区域公司、乌兰区域公司开展“3·

15”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对

便利店商品保质期进行排查，严

把商品质量关；现场打开加油机

让客户参观，给客户讲解政府质

检部门对加油机、铅封、计量器等

关键设备定期检定的情况，确保

加油机计量准确、油品质量 100%

合格，并为到站顾客讲解油品质

量专业知识。

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通讯员 何正德 摄

柴 达 木 日 报 讯
连日来，德令哈市以

“稳定发展三农工作·

喜 迎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为主题，深入基层

开展理论宣讲，在全

市掀起了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宣讲好政策

好措施的热潮。

该市结合各村人

口规模，每村派 2 至 3
名人员组成 42个宣讲

组，结合村社实际深

入调查集体经济发展

情况、农牧民人居环

境整治等重点内容，

集思广益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帮助村社做好上下衔接，调节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的相关问题。

坚持把群众“真知真懂”作为宣讲

工作目标，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央和省委、州委一号文件精神，省、

州农牧业农牧区改革发展政策等，坚

持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与宣讲内容结合

起来，真正做到将“理论文”说成“白话

文”，做到宣讲方式求“活”，宣讲语言

求“土”，宣讲内容求“实”，让农牧民群

众愿意听、能听懂。

充分发挥市融媒体中心作用，通

过开设理论宣讲专题专栏，采取微视

频、HS 等多种形式，实现理论宣讲从

“面对面”到“屏对屏”，不断扩大理论

宣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依托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等阵地，

采用“理论+文艺”“理论+网络”、蒙藏

双语等“接地气”的方式，切实增强理

论宣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谢 拉 毛

付盛）3 月 17 日，我州召开 2022 年公

务员考录笔试工作协调会。会议通报

了 2022 年海西州公务员考录工作基

本情况，对笔试考务工作和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统一了思想，明

确了任务，压实了责任。

会议指出，2022 年海西州公务员

考试是近年来考生人数最多、考务任

务最重的一次，各部门、各单位要站在

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本着对州委州

政府负责、对考生负责、对自己负责的

态度，始终把公开、公平、公正作为考

录工作的生命线，确保此次笔试工作

透明、安全、有序、圆满完成。

会议强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做好笔试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强化风险意识，保持高度

警惕，完善防控策略，把好外防输入

关，坚决维护好应试人员和考务人员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巩固好海西

疫情防控的良好局面。参与考务工作

的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狠

抓责任落实，严肃工作纪律，周密细致

地做好各环节工作，确保考务工作万

无一失、绝对安全。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把

2022年公务员考录笔试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在考务工作和疫情防控

工作中及早筹划、及早部署，充分调动

各方力量和资源，以更扎实的准备、更

周密的组织、更有力的措施，确保此次

公务员考录笔试工作安全顺利完成。

我州召开2022年公开考录公务员笔试工作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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