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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张萍）今年

以来，我州持续落实中央、省级就业帮

扶工作要求，着力从摸排采集信息、拓

宽就业渠道、提供政策支持、提升技能

水平等多方位谋篇布局，帮助脱贫劳

动力稳岗就业。

依托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各地区就业联

络员、驻村第一书记等入户走访，排查

脱贫人口就业失业基础信息，摸清已

务工脱贫人口务工信息以及未就业脱

贫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就业服务需求，

及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实现就业脱贫

人员动态管理，做到“应录尽录、实时

更新、动态管理”，并对有意愿务工的

未务工脱贫人员送岗位、送服务、送政

策、送培训，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岗就

业。

持续开展就业帮扶车间认定工

作，全州累计认定就业帮扶车间 37 家，

带动 138 名脱贫劳动力就近就业，形成

了就业帮扶车间效益提升和脱贫劳动

力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开展第二批

省级乡村工匠评选认定工作，向省级

报送 9名乡村工匠和 3名乡村工匠名师

人选，7 个乡村工匠工作站和 1 个乡村

工匠名师工作室名额，全部通过省级

评定。制定印发《海西州乡村工匠培

育工作实施方案》，评定州级乡村工匠

10名，乡村工匠名师 3名。乡村工匠累

计带动 18 名脱贫劳动力实现就业。深

挖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采取

以工代赈形式，帮助 50 名脱贫劳动力

实现家门口就业。

合理开发村级公益性岗位，运用

生态护林员、管护员等公益性岗位。

优先安置就业困难的脱贫劳动力到政

策性兜底岗位就业，保证有劳动能力

的脱贫户家中有人稳定就业、有稳定

收入。通过落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优

惠贷款政策、落实就业创业奖励补贴

等惠民政策，解决脱贫人口自主就业

创业难的问题。

结合脱贫劳动力学历结构、知识

技能等情况，推广定向、定岗培训模

式，根据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式”

“菜单式”技能培训，开设花卉园艺、

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

班，培训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 210
人，培训后实现就业 178 人。常态化

落实“1131”就业服务，摸清高校毕业

生底数、建立实名制花名册，为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人一策”就业

指导和创业帮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

柴达木日报讯 近年来，

海西州委编办立足州情实

际，在省委和州委的坚强带

领下，不断理顺枸杞产业管

理体制、完善生态价值转化

路径机制，力促海西州枸杞

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优化理顺职能，

按照优化协同高效原则，州

县两级同步将枸杞产业发展

牵头部门由林业和草原部门

调整为农牧部门，农牧部门

负责枸杞产业发展指导和管

理工作。州农牧局设置种植

业管理科（枸杞产业发展科、

农垦科）具体承担枸杞产业

发展指导和管理工作，各市

（县、行委）根据工作需要和

机构编制支撑情况，统筹研

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调整

事宜。同时，涉及枸杞种植

乡镇设置相关特色产业内设

机构，一贯到底推动枸杞产

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机构编制对枸杞

产业发展服务保障功能，整

合州农牧特色产业指导服务

中心、柴达木生物研究所、州

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相关

职责，组建州农牧特色产业

指导服务中心，重新核定编

制和领导职数，负责全州特

色农牧产业结构调整、科技

创新的技术支撑和服务等工

作。结合编制资源“减上补

下”工作，向都兰现代农业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下沉人员编

制，进一步加强枸杞产业工

作力量。

根据部门“三定”规定和权责清

单，按照“谁牵头、谁提报、谁保障”的

原则，由州农牧局牵头征求、汇总配合

部门意见建议，会商达成一致意见，建

立健全事项协调配合机制，健全完善

清单事项办理流程、定期会商及动态

调整等制度；同时，进一步强化同级行

政执法“横向互动”，上下级行政执法

部门“纵向联动”，切实提高综合监管

效能；多渠道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带动

培养一批本土科技人员，鼓励和支持

“乡土专家”组建技术服务指导小组，

为枸杞产业发展从种植到销售全链条

提供指导服务和帮助，全方位、多角度

合力推动全州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西精准施策抓实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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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 为深入推进浙江

援青消费帮扶工作，大力提升“神奇柴

达木”海西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知

名度，近日，由浙江省援青指挥部与州

农牧局、海西州政府驻杭州联络处精

心组织的青海海西州特色馆正式亮相

2024浙江农业博览会。

展会上，“神奇柴达木”品牌大放

异彩。来自我州的 20 家“神奇柴达

木”优品企业，携柴达木枸杞、藜麦、

牛羊肉、沙棘汁、枸杞蜜、牛肉干、奶

制品、枸杞白酒等 70余种优质农畜产

品参展，多种产品凭借其卓越的品质

和独特的风味获得了高度认可，吸引

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品尝和购买。青海

云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礼云境红

枸杞”、茫崖巨星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尕斯羊肉”以及青海省天精本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沙棘原浆”等产品

荣获此次农博会金奖，同时还有 6 款

产品荣获优质奖。

“刚刚获得金奖的沙棘原浆，是

由产自青海的野生小果沙棘制作而

来，拥有极高的维 C 含量和丰富的营

养价值，适合所有年龄层的消费者饮

用，已经成为了近一两年的爆款产

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青海省天

精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

人说。

近年来，浙江省援青指挥部着力

推进海西州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工作，

力促消费帮扶提档升级。此次博览会

的成功举办，极大提升了“神奇柴达

木”农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

为海西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开了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擦亮了浙江

援青消费帮扶的“金名片”。

下一步，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将继

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以打造“神

奇柴达木”海西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为抓手，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为重

点，深化浙青两地交流合作，推动当

地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

力海西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

“神奇柴达木”亮相2024浙江农博会

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张萍）近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西宁艺术剧院有限公司

承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青海省第三届国有艺术院团

（校）岗位大练兵成果展演在青海大剧

院启幕。

据悉，本次展演海西州民族歌舞

团精心挑选了今年重点打造的精品剧

目大型歌舞诗剧《柴达木》其中选段

《荒山开路》作为展演的参赛作品。此

作品以柴达木三代建设者为人物原

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主

题思想，生动展现了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成立 70年来，几代柴达木人不

畏艰险、勇于奋进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

选段《荒山开路》以青藏公路的

开辟为背景，更是生动再现了慕生忠

将军用一把铁锹在方圆几百里的不见

人烟的戈壁滩上，开辟出格尔木全新

生命的壮丽历程，同时也掀开了柴达

木大建设的新篇章。红色精神深深镌

刻在柴达木开发建设实践中，无数赤

子的坚毅政治品格得到了锤炼。演出

现场气氛热烈又感动，跌宕起伏的剧

情、淋漓尽致的表演、情绪饱满的舞蹈

语汇，将一代代柴达木人的热情、坚韧

和智慧呈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呈现了

一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视听盛宴，实现

了一次文化的体验和情感的共鸣。

在此次岗位大练兵活动展演中，

州民族歌舞团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了

优秀节目奖，优秀演员奖 3名、岗位标

兵奖 1名、优秀舞美人员奖 1名等多项

团体和个人殊荣。

州民族歌舞团完成岗位大练兵成果展演

柴达木日报讯（都组轩 李启铭）

都兰县着力在“抓问题、施实策、固成

效”上“对症寻方”，推动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整顿工作落地见效。

“寻脉问诊”，深挖问题抓排查。

通过“看、访、谈、问”方式，建立完善

“村情档案”，紧盯政治意识淡薄、班

子战斗力不强、乡村振兴滞后、治理能

力不足等重点问题，逐村分析研判，精

准问诊把脉，真正将情况摸清、问题把

准，对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坚持“应查尽

查、应纳尽纳、应整尽整、不落一村”。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提质效。

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排查整顿成效作

为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和平

时考核的重要内容，制定《村党组织

“堡垒指数”正向测评表》《村级问题

风险排查识别负面清单及负向测评

表》，全覆盖开展村党组织正负向测评

工作。按照“一发现立整改”工作原

则，实行“四个一”工作机制，定期研

判、指导、督促，全程跟踪销号，确保

排查整顿见成效。

“定期复查”，巩固成效防反弹。

坚持以“严”的工作基调，实现整顿劲

头不松、标准不降、目标不变，严格要

求有关乡镇按照“一村一策”原则制定

整顿方案，逐村细化整顿措施，全面进

行督查调研，对整顿成效不明显、整顿

工作“走过场”的，在全县范围内进行

通报，并责令重新整顿，确保做到“整

改一个问题，巩固一个方面”。

都兰：推动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