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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范宗文 意玉峰

平坦宽敞的村道、绿荫环绕的广

场、窗明几净的村宅……走进大柴旦行

委柴旦镇柴旦村，独具特色的蒙式民宿

鳞次栉比，成了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2016 年，随着翡翠湖、水上雅丹等

景点的走红，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

来。紧挨着镇区的柴旦村也成了游客

住宿的好去处，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

口当起了老板。

来到达布西力图家的民宿小院，各

种设施一应俱全，客房内宽敞明亮、干

净整洁，达布西力图正在忙前忙后地打

扫卫生。2017年，时任村支书的达布西

力图带头开办民宿，有了党员干部牵

头，村民们纷纷加入，开始打造有竞争

力、有发展前景的精品民宿。为了推动

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柴旦村成立了民

宿管理委员会，统一为村民办理了营业

执照，这一举措不仅激发了牧民们的参

与热情，也确保了民宿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2023年底，柴旦村的家庭旅馆增加

至 76家。

“现在除了放牧，家家户户都开了

民宿，牧民也过上城市生活。大家生活

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幸福，离不开党和

政府的帮助，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达布西力图告诉记者。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柴旦村乡

村振兴产业园星洁洗涤车间内，洗涤

机、烘干机、烫平机同时开动，工人们正

在忙着分类、清洗、折叠、烘干、打包。

据车间负责人党建中介绍，洗涤厂自运

营以来，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 10 万元

的收益，帮助当地解决就业 20余人。

同样，在伊克柴旦纯净水有限公司

的车间，整齐、干净的生产场地和现代

化的生产线让人眼前一亮。消毒、清

洗、灌装、自动封口、张贴标签等一系列

操作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最大程

度保留了水分的清爽口感和矿物质营

养。水厂正式投运后，瓶装净化水日生

产量可达两万瓶，桶装净化水日生产量

可达两千桶。

沐浴着政策的春风，柴旦村依托特

有的生态资源，通过“资产外包、资源流

转、股份合作”三种模式，大力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不断创新村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建成了柴旦村乡村振兴产业园、柴

旦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纯净水厂、柴旦村

乡村振兴产业园仓储厂房，为乡村发展

注入了源源动力。

“近年来，柴旦村把党建引领作为

助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依托旅游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民宿、柴旦村乡

村振兴产业园布草间、纯净水厂、仓储

厂房等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从‘零’到

2023 年 53 万元的突破。今后，我们争

取将谋划的大柴旦民俗文化产业园暨

游客集散中心项目、柴旦村标准化养殖

基地项目、柴旦村标准化牛羊屠宰加工

厂项目尽快落地，进一步焕发经济增长

动力，激发乡村振兴动能。”柴旦村第一

书记陶进宝说。

和许多创业者一样，柴兴合作社的

诞生也经历了一个“穷则变、变则通”的

过程。 2014 年傲日格里成立了合作

社。由于缺少经验、资金不足的问题，

在前期发展上，走了不少弯路。

想致富就得闯新路。在村委的帮

助下，傲日格里将有限的资源整合起

来，开始打造集养殖、屠宰、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多功能新型专业合作社，为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17 年傲日

格里又注册“柴旦商标”，利用现代互

联网销售模式，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成功打造出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

产业链。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傲日格里

心中又产生了一个更宏大美好的规划：

依托合作社和当地资源，打造一个集产

业发展、生态牧业、乡村旅游为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2021年，合作社成功创建

具有蒙古包式酒店、蒙古族特色餐饮、

蒙古族特色篝火晚会的“民族风情园”

项目，走出了一条以生态牧业为特色、

牧旅融合发展的振兴之路。

天峻石林。

位于天峻县城西部的天峻石林是一

处喀斯特地貌孕育出的奇景盛观。

俯瞰整个景区，群山环绕，绿意盎

然。野生动物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入一

体、和谐共生，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

卷。天峻县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

文化资源，近年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探访。目前，天峻县以打造“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全面实施“旅游活县”

战略，持续打造草原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体

验、自驾徒步等旅游名片。

青海日报记者 殷之皓 咸文静 摄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

婷）德令哈市人社局紧紧围绕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主题，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

创建“幸福诗城·就业‘e’站”工

作品牌为抓手，通过“搭好、念

好、用好、建好”工作措施，打通

15分钟就业服务圈，多样化落实

各项惠企惠民政策，推动劳动力

高质量充分就业。

用好金牌店小二就业创业

服务平台，创建“幸福诗城·就

业‘e’站”，开展“直播带岗”

“码”上就业、“短视频+用工服

务”“云探厂”等招聘模式，助力

企业“云招工”的同时，加快信

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交

换，实现以数字就业建设为小

切口，撬动服务民生大场景，助

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通过“金牌店小二送岗位”

“金牌店小二送政策”“金牌店

小二送培训”和直播带岗“3+1”
宣讲矩阵，加大就业创业政策

宣传力度，变群众问政策为政

策追群众。

以“青海 e 就业”特色品牌

为牵引，充分发挥线上服务平

台作用，持续推动“一件事一次

办、足不出户办成事”政务服务

事项走深走实，积极推广“青海人社通”

APP二维码，线上线下同步做到高校毕业

生实名登记即到即办，大力推动高校毕业

生组团式就业；同时为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等提供“1311”
就业帮扶，促进重点群体尽快就业。

加强人力资源供求趋势分析，探索

建立岗位需求调查制度，动态发布岗位信

息，采取缺什么就培训什么、需要什么就

培训什么的方式，精准开展订单式培训服

务，不断提升用人单位技能人才与工作岗

位的适配度，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精

准匹配、高效配置，使各类劳动者能够人

尽其才、人尽其用，深化校企合作，推动

产教融合，畅通人力资源渠道，着力解决

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乡村兴产业行想致富闯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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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田格斯 通

讯员 张海菊）近日，茫崖市民政局组

织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空巢、失

能、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集中开

展走访关爱，进一步增强特殊困难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走访入户中，工作人员了解到辖

区内有两位老人身体不适后，第一时间

联系花土沟镇卫生院大夫上门义诊，为

两位老人把脉、测量血压、听诊，并针对

诊断的病情给予认真分析及建议。

“ 感 谢 党 和 政 府 对 我 们 的 关

心，经常来看我们，不光关心我们

的身体，还给我们讲解防火、防诈

骗等安全知识。平常还帮着仔细检

查家里燃气和电的安全使用情况，

我们感觉心里暖暖的。”阳光小区

居民牛某说。

“我们将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的生

活，不断加大帮扶力度，努力提升困

难群众的生活质量，让温暖和关怀惠

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茫崖市民政

局工作人员马天鑫说。

此次入户走访，工作人员把对特

殊人群的关心和关爱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作，一句句贴心的问候、一个个温暖

的举动，从迈“门槛”到进“心坎”。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

讯员 李有珍 祝思辉）为巩固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近日，我

州出台《发展壮大新型村集体经济若

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提出，实施“三年两行动”

发展目标，即 2024 年为“清零”行动，

全面消除村集体经济收入 5万到 10万

元村；2025到 2026年为提升行动，逐年

提高年收益50万元以上强村的占比。

《措施》聚焦强化组织建设、规范

运行管理，落实保障措施、加大政策

扶持，创新发展方式、激活发展动能、

强化统筹保障，增强工作合力 4 个方

面，提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规

范管理制度、强化财政奖补支持、用

地用水用电支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等 14项措施。

《措施》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引领农牧民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三年两行

动”，加大政策扶持和统筹协调力度，

压实各地区和组织、农牧、财政等部

门工作职责，加强村集体经济绩效评

估，注重打造样板，引领全州村集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

茫崖市民政局走访入户为民服务

我州出台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