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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格组）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高度重视乡镇领

导班子建设，精心选干部、配班子，不

断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

强化思想引领，补钙强基。深入

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培训计划，坚持理想信念教

育和业务知识教育相结合，采取党校

培训、“网络+”教育模式等方式，扎实

开展“红色基因”“筑路精神”等学习教

育活动。将党员领导干部落实双重组

织生活制度情况纳入基层党建重点任

务和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年度

民主生活会述职事项，推动党内政治

生活规范化、严肃化。

强化队伍结构，提质增效。紧扣人

选“政治关、群众关、审查关、结构关”，

对乡镇领导班子年龄、学历等进行分析

研判，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配备格局。

注重从选调生、驻村工作队中选拔乡镇

领导干部，引导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村务

决策等重点任务，不断在实战中锤炼干

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复杂矛盾的能力。

强化作风建设，铸魂赋能。严格执

行乡镇干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乡镇干

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强化考核结果

运用，将考核结果与乡镇干部的奖惩、

职务调整和职级晋升等挂钩。用好用

活激励政策，完善工资待遇向乡镇倾斜

政策，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每年不

定期组织乡镇干部体检，充分调动乡镇

干部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格尔木：三项实措建强乡镇领导班子

本报讯（记者 赵倩 通讯员 汪世

勋）在第 25个世界计量日到来之际，为

进一步规范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行为，保

护消费者视力健康，营造诚实守信的良

好计量氛围，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

“世界计量日”主题，组织开展了眼镜制

配行业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旨在全面排查眼镜制配

行业存在的问题，促进眼镜制配行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本次检查共检查眼镜

店 8 家，出动执法人员 16 人次，涉及焦

度计 8 台、验光仪 8 台、镜片箱 8 具。通

过检查，经营资质均合法有效，其中 1家
眼镜店镜片箱换新未检，已现场责令经

营者强制检定，部分眼镜店存在未粘贴

检定标识或未及时领取强制检定证书

并存档备查情况，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整

改，要求眼镜店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对计

量器具进行检定、维护、保养和报废。

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积极

向市场主体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等法律法规，现场普及计量知识，督

促引导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提高

法律意识和质量意识，确保计量器具计

量准确可靠，为可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

石。同时，开展诚信计量承诺，着力推进

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现场签订《眼镜制配

行业诚信计量承诺书》8份，形成信用为

本、诚实守信、自觉自律的良好风气。

该局将继续加大眼镜制配行业的

监管力度，加强诚信计量宣传，弘扬计

量文化，严厉打击眼镜制配环节使用不

合格计量器具的行为，确保眼镜制配环

节计量准确。

（上接一版）带来出路、给大格勒乡带

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还是红彤彤的枸

杞，枸杞产业的发展使村民摆脱了贫

困，成了全乡村民奔上致富路的“金”

产业。

2007 年，大格勒乡菊花村打破传

统种植模式，开始试验种植 16.07公顷

红枸杞。三年后，枸杞试种获得成功，

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当年的收益就

让村民们尝到了红果果带来的甜头。

“我记得刚来这里时还不是一个

乡，这里只是农垦知青开荒出来的一片

农场，自然条件差。搬迁过来后，生产

生活条件慢慢改善，现在家家都住上了

楼房，买了私家车。”村民徐家祥说。

植树造林、铺设水泥路、完善各类

公共基础设施，马路边拔地而起的是

一排排小别墅……

如今，全乡耕地 20060.2 亩，枸杞

种植面积达 15539.4 亩（含企业种植

地），草原 79.24万亩，2022年全乡地区

生产总值 1.6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4.28万元。

大格勒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卫生乡镇、全国“一村一品”

（枸杞）示范乡镇、国家级有机枸杞出

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核心区）、国家

枸杞绿色原产地保护证书、青海省“千

村建设百村示范”整乡推进示范区、海

西州统筹城乡发展富民强百村试点地

区、海西州新农村示范之乡、库区移民

示范之乡等荣誉称号。

以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在脱贫攻坚中，格尔木市立足市

情，下足绣花功夫，坚持脱贫标准，保

持攻坚态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

模推进脱贫攻坚。

为了确保精准扶贫不落一人、不

落一户，郭勒木德镇积极争取项目，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扶贫机制，

强化“造血”功能。强化资金管理，力

争发挥最大效益，积极落实互助资金

和产业到户资金，大力扶持发展村办

企业。

郭勒木德镇城北村村民井含启家

里有五口人，主要以种植蔬菜为家庭

经济来源，收入增长缓慢。从 2015 年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后，井含启一家

靠转移就业有了稳定收入，一步步摘

掉了贫困户的帽子，现在已成为青海

盐湖镁业有限公司的职工，井含启内

心十分满足。他说，通过精准扶贫转

移就业，生活越过越红火，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往后更要想着自强自

立，把生活过得更美满，让父母安享

晚年……

2017 年的一天，郭勒木德镇 22 户
贫困户写下了《自愿脱贫申请书》，摁上

了红手印，主动申请“脱贫摘帽”。在村

民莫伟功看来，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而且村里还给了

他们每人六千多元的产业扶贫资金，自

己也打算在村里开个小商店，自给自

足。他说：“现在我们家里好了，不需要

帮扶了，可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2020年全镇各行政村村集体经济

累计收入达 1237.65 万元。2021 年，在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格尔

木市郭勒木德镇被授予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

自脱贫攻坚以来，格尔木市 30 余
名市级领导、50余名驻村第一书记、60

余家党政单位、近 70家企业和 20余支

驻格驻训军警部队、2200余名干部聚焦

脱贫攻坚“一号工程”，尽锐出战，全力

攻坚。“十二五”期间，全市 2419户 7264
名贫困农牧民稳定脱贫；至 2017年底，

237户74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个贫

困村脱贫退出程序合理规范有序。2020
年，全市顺利通过全国脱贫攻坚普查。

以内生动力激活乡村振兴
在郭勒木德镇盐桥村扶贫吨包袋

生产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

耳。整齐地码成垛的吨包袋被铲车一

把铲起，装到车间外的卡车上，车子沿

着平坦宽阔的公路向察尔汗驶去。

常年来，盐桥村发展一直面临着

人多地少的困境，全村的经济收入主

要靠打零工为主，收入不稳定，这几年

虽然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但如何利

用现有产业谋求发展路径一直是村

“两委”心头上搬不开的石头。

格尔木市背靠察尔汗，该区域却没

有一家生产吨包的厂子，各类大大小小的

企业吨包都是从外地进货，需求量巨大。

2019 年，瞅准了这一机遇，村“两

委”班子成员都把加工厂当做村里的

“头等大事”来办，前期成立的吨包加工

培训车间，鼓励村里所有劳动力无偿参

加培训，当年就培训出 45名合格工人。

销路有了，产量自然也要跟上，如

今的盐桥村吨包加工厂，日产量达到

500多个，一个月能向盐湖集团提供两

万多个吨包袋，仅村民手工收入就达

到十多万元。

走进西村农用编织袋厂，机器轰

鸣，缝纫机正有序运转，一派繁忙景

象，预计年收益可达 80万元左右。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思

路的转变激发了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

内生动力。为此，格尔木市强化产业

帮扶，扶持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增收项目；通过强化技能

培训、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开发公益性

岗位、发挥扶贫车间带动作用等措施，

指导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落实

各类帮扶政策和措施，确保脱贫群众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步之年，格尔

木市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

制度体系，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根本

之举，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重要抓手，

着力在巩固、拓展、衔接上下功夫、见

实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

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024 年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0910 元、增长 4.7％，其中，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98
元、增长 4.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7404元、增长 6.5％。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

下，目前格尔木市已实现所有行政村

道路通村、所有行政村饮水达到安全

饮用水标准、供电满足生产生活用电

需求、全部建有运行规范的标准化村

卫生室和村级综合办公服务中心、所

有行政村电力网、互联网、广播电视

网、移动通讯网“四网”到户……

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曾经梦想

的不愁吃、不愁穿，有平整的道路、有漂

亮的住房，孩子上学不再难，大家看病不

用愁……均已实现。如今，不懈奋斗的

各族群众，正在迈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市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眼镜制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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