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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吴婷婷 通讯

员 索雅）近日，州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2025 年海西州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调整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确定方法、量化比例、确定

程序和政策衔接等方面要求。

据悉，我州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每月提高 203元，达到每人每月 906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提高 122
元，达到每人每月 595元。同时，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随着当年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 1.7倍调整提高，特困供养人

员基本生活标准每月提高 345 元，达到

每人每月 1540元。孤儿、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和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与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同步等额

增长。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每月提高

345元，其中，集中养育孤儿标准达到每

人每月 1795元，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 1395元。

我州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 工人日报记者 邢生祥

近年来，海西州总工

会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

法，大力推进非公企业、新

就业形态群体等新兴领域

建会入会，不断提升服务

职工能力和水平，推动建

会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部门联动聚合力。海

西州总工会坚持“党建带

工建、工建服务党建”，与

海西州委社会工作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兴领域工会组织建会入会

工作的通知》，探索有形有

效覆盖的途径和方式，建

立完善建会入会长效机

制，大力消除“空白点”和

“盲区”，推动新兴领域建

立工会组织。在工作推进

中，各级工会组织和社会

工作部门加强沟通联系，

把推动新兴领域党组织和

工会组织覆盖当成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创新

工作举措，加大资金投入，

推动新兴领域党工共建深

度融合，逐步实现新兴领

域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全面

覆盖、规范管理。

分类施策强实效。海

西州总工会坚持党建引

领，依托各类经济和社会

党组织组建工会，对不具

备建立党组织的，先行建

立工会组织，为党组织的

建立做好基础工作，形成党建带工

建、工建服务党建的良好局面。坚

持培育典型，持续深入加强“推优入

党”，依托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挖掘

高技能人才，培育各类先进模范人

物优先入党，着力提升工会组织引

领力。坚持突出重点，突出抓好工

业园区、社会组织、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建会入会工作，充分发挥工会“大

学校”作用，做好思想引导、技能提

升、维权服务等工作，切实维护其合

法权益，让更多职工感受到工会“娘

家人”的温暖。

多维发力求突破。海西州总工

会坚持规范建会，采取单独组建、区

域联建、行业统建、党群共建等模

式，最大限度扩大组织覆盖。坚持

互促互进，采取组织统筹共建、队伍

统筹培养、制度统筹落实、活动统筹

安排、资源统筹共享的方式，以党建

带工建，协同推进。积极推行党组

织书记与工会主席交叉任职，统筹

抓好党建和工会工作。坚持统筹推

进，按照“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健全

一个、巩固一个”的总体思路，开展

主动上门服务，破解工会难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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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柴达木日报记者

边红霞 通讯员 德琴措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

年好景看春耕。德令哈市

怀头他拉镇通过招商引

资，实现撂荒枸杞地的换

苗复种，为当地农业发展

注入新活力。昔日的撂荒

枸杞地蝶变成为产业兴旺

的新引擎。

近日，记者在怀头他

拉镇看到，一片曾经杂草

丛生的撂荒枸杞地里正呈

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数

台大型农业机械在田间来

回穿梭，正在进行土地深

耕、平整作业，几十名工人

在一旁有条不紊地进行枸

杞苗的移栽工作，这是怀头他拉镇通

过招商引资推动撂荒枸杞地换苗复种

项目的现场。

近年来，由于市场波动等因素，怀

头他拉镇部分枸杞地逐渐被撂荒，不

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也影响了

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乡村风貌。为

改变这一现状，镇政府积极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将撂荒土地整治作为工作

重点，通过深入调研，全面摸排撂荒枸

杞地的面积、分布和权属等情况。同

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通过多种

渠道宣传本地的农业资源优势和优惠

政策，吸引了多家企业的关注。

目前怀头他拉镇与四家企业合作

并与企业紧密配合，提供政策支持，为

项目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企业

则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对撂荒枸杞

地进行全面改造。他们目前正在对土

地进行深耕、平整，改良土壤肥力，随

后将会引进优质枸杞种苗，采用现代

化的种植技术进行科学种植，并配备

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日常管理。

德令哈市怀头他拉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赵德明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着力壮大县域富民

产业的要求，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

壮大枸杞特色产业，提高产业集聚度

和竞争力。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

农户参与的模式，目前已经吸引 4家枸

杞种植企业入驻，将对 6000 亩撂荒枸

杞地进行换苗复种，现已形成了一定

的产业规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鼓

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高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进一步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枸杞地的复种不仅盘活了闲置土

地资源，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一方面，村民通过土地流

转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另一方面，企

业优先雇佣当地村民参与枸杞种植、

养护和采摘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就业，增加了劳务收入。同时，

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也为村民提

供了学习机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农

业生产技能。

撂荒枸杞地焕新生 招商引资注入新动能

柴达木日报讯（通讯员 桑青 高

原）近年来，乌兰县凭借农牧业及资

源优势，将拓宽牛羊销售渠道作为壮

大县域富民产业的关键任务。通过引

入加工企业、开展消费帮扶等有力措

施，推动畜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牧民

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走进乌兰县乡村振兴产业园内

的青海数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车间，

工人们熟练地对灌装好的黄焖茶卡

羊肉罐头进行包装、打包，全力赶制

订单。

青海数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 2023 年，专注肉食品深加工。公

司利用茶卡羊肉天然含盐、无膻味的

特点，采用“稀缺价值 + 社交裂变 +
精准渠道”的市场策略，推出黄焖茶

卡羊肉罐头、茶卡羊肉肉粒、手抓羊

肉、牦牛肉粒、红烧牦牛肉等系列产

品，推动肉食品深加工行业向数字化

发展，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青

海数字农牧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

宁表示，高原地区的牛羊肉，凭借鲜

嫩、有机、美味等特点，赢得了广泛好

评，目前公司生产的系列产品在上

海、广州、长沙等地进行销售，市场前

景十分广阔。

同在乌兰县乡村振兴产业园的

浙商供应链平台企业——青海麦巴夫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挖掘乌兰特色农

牧业优势，整合销售渠道与平台资

源，与乌兰县区域公共品牌“乌兰境

物”深度融合。在保证产品“优质优

品优价”的同时，拓展销售渠道，将乌

兰 优 质 农 畜 产 品 销 往 浙 江 湖 州 等

地。青海麦巴夫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陈幸称，公司发挥产业优势，

确保产品品质，推动本地产业链增

值，让乌兰农畜产品成为浙青消费者

信赖的选择。截至 2024 年年末，乌兰

县茶卡羊养殖规模达 149314 只，2024
年全年出栏 76070 只，产值达 1 亿 1 千

万元。

乌兰县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蔡

贵梅表示，今后，乌兰县将以科技创

新为动力，依托茶卡羊品牌优势，通

过科技赋能产业链延伸，立体化打造

品牌矩阵，多元化拓展产销渠道，创

新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建立集养殖、

屠宰、加工、储藏、销售于一体的生

态畜牧业养殖基地，进一步打响茶卡

羊品牌，为农牧民增收注入源源不断

的新动能，奋力描绘乡村振兴的崭新

画卷。

乌兰：拓宽产销渠道 推进名优产品提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