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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马琴）为持

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加快农业机械结构调整，提升农机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我州坚持“农

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高效、安全环

保”的原则，通过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

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

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

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推进农

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农业绿色发展。

我州在规定的拖拉机、播种机、联

合收割机等 14 个农业机械报废机具种

类基础上，将田间作业监测终端、植保

无人机、粮食干燥机（烘干机）等 11 个

机具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以购置同种类新机具设备

为前提提高报废补贴标准，20 马力以

下拖拉机单台最高补贴额由 1000 元提

高到 1500 元，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并新

购置同种类机具按不超过 50%提高报

废补贴标准，田间作业监测终端、农用

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植保无人机并新

购置同种类机具设备按不超过 50%提

高报废补贴标准，促进农业机械化高

质量发展。

同时，利用一号文件宣讲契机开展

科技支农服务、春耕备耕等活动，组织

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政策宣传，详细解答农户在政策落

实、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断

提升政策知晓度和惠及面。鼓励农户

更换老旧、耗能高、污染重的农业机

械，推广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

靠的农业机械，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和可持续性。加强农机报废回收拆解

体系建设，持续推广“集中报废、一站

式服务”模式，加大小型非动力机械报

废力度，加快报废非动力机械的报废

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培育，推进农业机

械化转型升级。

强化监督管理，加大对无牌证或未

纳入牌证管理、补贴额较高、以购置新

机为前提等报废机具监管力度，紧盯机

具回收、机具核验、报废拆解、资金兑付

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信息造假、以小

充大报废、一机多地报废、单机多次报

废、废件拼机报废等骗补套补行为，确

保政策高效规范实施。规范资金使用，

优化补贴申请和资金兑付流程，增加结

算批次，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兑付补贴资

金，确保将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及时完

成录入和兑付。

我州持续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 文/图 青海日报记者 马振东
通讯员 董笑容

俗话说，“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

跟”，眼下正值施肥的黄金时期，钾肥

的供应对农作物茁壮成长至关重要，

被称为“粮食的粮食”。

踏入茫崖市青海晶鑫钾肥生产基

地，嘈杂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人包围，

传送带飞速运转，扬起一层淡淡的粉

尘。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

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穿梭，这里产出的

钾肥正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地农田，为

春耕注入强劲动力。

生产部负责人刘绍凡一边查看设

备运行情况，一边说道：“春耕可是一年

里的大事，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咱们生

产线上的工人都铆足了劲，加班加点赶

工，就为了让钾肥能按时送到农民手

里。”今年年初，企业早早安排了设备检

修，精心调配人手，保证生产线 24小时

不停歇。如今，通过成熟的生产工艺，这

里生产出的氯化钾纯度稳稳达到90%以

上，质量绝对过硬，足够满足春耕需求。

车间另一侧，几台大型离心机正高

速运转，发出沉闷有力的声响。卤水经

过一道道复杂工序，在离心机的高速旋

转下，逐渐结晶成白花花的氯化钾，这

些看似简单的结晶过程，背后却是无数

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日夜坚守的成果。

在盐湖采盐现场，一台台挖掘机

在盐湖边往来穿梭，机械臂有力地挥

舞，将盐湖中的原料挖掘出来，为钾肥

生产输送“粮草”。

这些机械设备日夜不停作业，全

力保障原矿供应。公司负责人李旭辉

说：“春耕对农业生产太重要了，钾肥

供应直接关系到粮食收成。我们作为

钾肥生产企业，深感责任重大。今年，

我们提前谋划，加大生产力度，一定要

保证钾肥供应充足。同时，我们持续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提

高生产效率，就为了给春耕提供高品

质钾肥，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盐湖岸边，堆积如山的原矿在阳光

下闪烁光芒，大型装载机一铲接一铲，

将原矿运往生产车间，场面十分壮观。

李旭辉说，这里每天采卤量可达10
万立方米左右，盐湖上30多台机械设备

同时作业，全力保障钾肥生产原料充足。

钾肥生产出来后，如何快速、高效

地运往全国各地农田，成为保障春耕

的关键环节。

“随着各地对钾肥需求的增加，我

们的工作量也在慢慢变大。最近，我

们每天都在紧锣密鼓地协调车组将钾

肥运往全国各地，全力保障春耕。”物流

部经理赵文龙一边忙着指挥货车装车，

一边介绍：“现在，我们每天发运量大概

在 2000 吨左右，主要运往新疆、甘肃、

陕西等主要粮食产区。通过优化物流

线路，我们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盐湖

钾肥送到下游厂家，送往田间地头。”

3 月的柴达木盆地，寒意尚未消

散，但钾肥企业的热情与担当，让这片

土地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吹响了高质

量发展紧促而铿锵的号角。

春分麦起身 肥水要紧跟

盐湖之畔一片繁忙景象。

□ 柴达木日报记者 吴婷婷

在乌兰县司法行政队

伍中，有这样一个群体，她

们宛如绽放在司法行政“沃

土”上的“花朵”，用行动诠

释着别样的春天”。

她们的“春天”，在维护

稳定的征程中。维稳工作

月里，乌兰县司法局基层司

法所的 4 位女所长坚守一

线。紧盯矛盾排查、纠纷化

解、矫正人员监管及安置帮

教人员帮扶救助等重点工

作，将维稳工作融入日常。

她们脚踏实地，认真落实纠

纷化解，强化对两类人员的

教育帮扶，为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贡献力量。

她们的“春天”，在握手

言和的调解现场。从草场

纠纷、邻里纠纷，到婚姻家

庭、土地承包、合同及工程

项目纠纷，面对各类调解案

件，4 位女所长始终坚守岗

位。她们以春风般的态度

劝解，凭借专业法律意见引

导，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

着“稳压器”的作用，让矛盾

双方重归和谐。

她们的“春天”，在唱响普法宣传

的旋律里。在新时代全民普法工作中，

这 4 位女所长各显神通。线下，从“开

学第一课”到各类主题宣传活动，从学

校到企业、社区再到农村，党委政府工

作推进到哪里，普法宣传就跟进到哪

里。线上，借助“微电影”“微语音”等形

式，将抽象法律条文转化为生动有趣的

“微解读”，拉近法律与群众的距离。

她们的“春天”，在实现公共法律服

务的进程中。为向全县群众提供普惠、

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乌兰县司法局基

层司法所积极行动。结合“枫桥式”司

法所规范化建设，建成 4个功能齐全的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整合一村一法

律顾问、司法助理员等资源，在 44个村

（社区）设立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室。同时，依托“乌兰普法”，打造“法律

顾问在您身边”等微信群，提供六大“微

服务”，让公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乌兰县司法行政队伍中的这些女

性，在维稳、调解、普法及公共法律服

务等工作中发光发热，用汗水浇灌出

属于自己的“春天”，为乌兰县的法治

建设与社会和谐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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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田

曲吉尖措）3 月 24 日，在德令哈市第

一中学，浙江援青医疗专家与州人民

医院的医生正为学生进行视力和先天

性心脏病筛查。“眼睛看这里”“每个

人的二维码别丢了……”现场，医生们

耐心引导学生。

去年 9 月，州卫健委利用浙江援

青医疗资源，联合浙江省中医院、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成

立海西州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治中心。

此次视力筛查进校园活动，旨在呵护

青少年眼健康，普及近视防控知识，助

力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浙江援青医生、州人民医院眼科

副主任刘艳莉表示，此次近视筛查进

校园活动，后续将推广至海西州大部

分中小学。通过筛查出近视学生，进

行分级治疗，有效降低海西州孩子的

近视发生率。

医务人员用专业设备全面检测

学生视力，涵盖远视、近视、散光等问

题，并将结果录入视力健康档案，家长

可扫码查看。视力异常的学生能到医

院进一步检查咨询。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早筛早治项

目，是浙江援青的惠民公益工程，确保

患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筛查

中，专家们耐心为孩子心脏听诊、测血

氧饱和度，借助智能电子听诊器提高

筛查准确性。

德令哈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德令

哈市第一中学援青校长周霖超对医生

们的筛查表示感谢，称这有助于了解

学生情况，让家长及时掌握孩子健康

信息并就医。

筛查现场，学校老师与医护人员

紧密配合，指引学生分班级、分时段有

序进行，保障筛查安全、高效。据悉，

筛查团队计划三年内建立覆盖海西州

的完整视力与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档

案，为海西儿童健康成长筑牢基础。

海西开展青少年健康筛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