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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日报讯（记者 边红霞）今年

以来，我州通过深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实现消费市场提质增效。截至

4 月 7 日，全州累计受理以旧换新申请

9858 件，发放专项补贴 526.62 万元，撬

动消费 6349.02 万元，发放补贴和撬动

消费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三。在政策强

力驱动下，一季度汽车类零售额环比增

长 7.4 个百分点，助推全州限上社零总

额实现 8.98亿元。

我州在省级政策框架基础上，构建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协同的立体

化促消费机制，统筹 500 万元财政专项

资金，聚焦汽车、家电、数码三大核心领

域实施扩围换新工程，叠加开展州级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汽车领域安排 300
万元资金，依托银联云闪付平台按照购

车价格分别给予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

的购车补贴。

目前，申请人数 109 人，预计带动

消费 1234 万元。家电领域投入 150 万

元联合银联通过云闪付平台发放满

1000 元减 100 元、满 2000 元减 200 元的

智能家电专项券，省州双重优惠有效激

活全州家电市场活力。

活动开展以来，使用营销资金

25.39 万元，带动消费 268.11 万元。数

码产品领域投入 50 万元，联合海西移

动依托和包 App 对购置手机、平板、智

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的消费者进行满

1000 元立减 150 元的红包补贴，平台开

放一周申请人数已达 477 人，预计撬动

消费 100 万元，随着近期宣传工作的不

断深入，数码产品消费将迎来新的消费

热潮。

海西：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升级 多维度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 柴达木日报记者

边红霞 张岩

近日记者走访时发现，

在德令哈市税务局，一面写有

“专业尽职 优质高效”的锦

旗为这里增添了一抹温暖亮

色。这面锦旗是由青海国源

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专程送来的，饱含着企业对

“枫桥式”税务所工作的高度

认可与诚挚感激。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青

海国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

办理股权变更业务时，遭遇业

务流程繁琐复杂，对相关政策

理解存在偏差等问题，让企业

财务人员十分焦急。“枫桥式”

税务所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

迅速响应，主动靠前服务。办

理过程中，为企业开启绿色通

道，加班加点协助整理资料、

仔细核对数据，原本繁琐的业

务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变得

顺畅有序。

“当时遇到了一些涉税复

杂事项，德令哈市税务局通过

政策指导和高效服务，为企业

排忧解难，让我们切实感受到国家对民

营企业的关怀与支持。以后我们也将

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工作，为地方经济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青海国源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贾丰良说。

德令哈市税务局坚持和发展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开展新时代“枫

桥式”税务所建设，建立“税企面对面”

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组建疑难问题

处理团队、税费争议调解室，进一步畅

通和规范税企沟通交流渠道。据悉，

自“枫桥式”税务所运行以来，全年收

集、办理税费服务诉求 50件，成功调解

50 件，调解成功率和调解满意率均达

到 100%。与辖区企业、公安、社区等党

支部开展联建共建 20 次，切实解决纳

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保

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此外，税务所还

定期开展“税企下午茶”“线上答疑会”

等线上线下互动交流活动，主动拉近

与纳税人的距离，倾听企业心声，不断

优化服务举措。

德令哈市税务局税源管理股副股

长李浩浩说：“新时代‘枫桥式’税务所

作为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前沿阵地，

将继续秉承‘纳税服务无小事，群众利

益大于天’的理念，进一步完善各项便

民、利民、惠民服务措施，持续打造‘枫

桥式’税务所，打通税收治理的‘神经

末梢’，为辖区内的纳税人、缴费人提

供更优质高效的税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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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日报记者 林晓明 青普力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德令哈片区

的雪山牧场管护站，平均海拔 4500
米。虽然已到四月，但这里的寒风像

刀子刮在脸上一样，远处连绵的雪山

与金黄的草场交织成一幅苍茫画卷。

这里，50岁的管护员尚依和 57岁的丈

夫吉太本已默默守护了 31 年。他们

的故事，没有浪漫的玫瑰与誓言，汗水

融进了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小草，成为

祁连山深处最动人的风景。

苦日子里，只有彼此和雪山

1994 年，尚依和吉太本带着一岁

的儿子，仅靠一台手扶拖拉机，在颠簸

中跋涉 200多公里，抵达雪山牧场时，

这段路程夫妻俩走了两天时间。彼

时，帐篷是夫妻俩唯一的庇护所，夏季

短暂如白驹过隙，冬季漫长且凛冽。

“有时候风大得能把人吹跑，夜里听着

狼嚎入睡。”尚依回忆道。为了生计，

他们放牧牛羊，与野生动物“斗智斗

勇”——狼群常袭击羊群，野牦牛横冲

直撞。正是这样的艰难，让两人学会

了相互扶持，吉太本教尚依如何蹲下

躲避野牦牛，尚依为丈夫缝缝补补，准

备一日三餐，相依相伴。

从支起遮风避雨的帐篷，到夯土

筑起御雪抗寒的土坯房；从搭建起坚

固的彩钢房舍，再到温馨雅致的二层

小楼如春笋破土般拔地而起——这层

层叠高的屋脊曲线，不仅记录着家园

的变迁，更镌刻着这对夫妻的奋斗轨

迹。每一道泥缝里都凝结着晨霜夜

露，每块砖瓦都在讲述着从无到有的

动人篇章。

2017 年，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启动，两人决定留在当地从事生态

巡护，成为雪山牧场管护站的生态管

护员。从此，他们的生活与这片土地

更加紧密相连。巡护、监测、劝阻非法

穿越者、救援被困人员……工作繁重，

但尚依说：“以前只想着放牧养家，现

在才明白，守护好这片山水，也是守护

好自己的小家。”

“夫妻哨所”：用脚步丈量生命禁区

雪山牧场管护站的管护面积为

53546 公顷，核心区为 44554 公顷，涵

盖冰川、湿地、草原。尚依和吉太本负

责的 1 号、2 号管护点位于核心区外

围，巡护路上需穿越无人区，单程徒步

需数小时。夏季，他们骑摩托车颠簸

于沟壑；冬季，积雪没膝，两人搀扶着

前行，鞋袜被雪水浸透是家常便饭。

遭遇暴风雪、被野牦牛追逐、棕

熊夜半“敲门”、被洪水冲走……“有一

次去 2号管护点巡护，车坏在半路了，

走了 8个小时回到管护站，又饿又累，

两口子做了一锅面片，那香味我到现

在还记得。”尚依说。

与自然和解：从“驱赶者”到“守

护者”

过去，野生动物是牧民的“敌

人”，但成为管护员后，尚依夫妇的角

色已然转变。他们学会了用敲打铁

门、放鞭炮吓退棕熊，用静蹲避免激怒

野牦牛，甚至连夜护送受伤的秃鹫到

德令哈。

“现在出门就可以看见野生动物

在房子周围，岩羊见到我们，都不跑

了。”尚依笑着说。近年来，随着生态

保护力度加大，祁连山野生动物数量

明显增加。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等珍

稀物种，岩羊群甚至悠闲地到管护站

“串门”。

家在这里，心便在这里

“现在牛粪也不用捡了，政府给

我们送煤，条件越来越好了。”31 年

来，管护站从土坯房升级为二层小楼，

配备了巡护车、健身房、太阳能发电、

卫星电话等现代化装备，但尚依夫妇

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离开雪山，反

而不习惯。”他们的“家”早已与这片

土地血脉相连——屋后的山有成群的

岩羊，门前湿地栖息着藏原羚，远处山

坡野牦牛悠闲自在，连孙子手里的玩

具也是尚依巡护时捡回的漂亮石子。

尚依的孙子今年 9 岁了，这个皮

肤黝黑健康的高原孩子放暑假最爱往

雪山牧场跑。“我喜欢跟爷爷奶奶在这

个大山里。”简单质朴的一句话表达出

对爷爷奶奶和大自然的喜爱。

后记：奋斗不老，爱情长存

“国家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不加

油干，都对不起国家。”如今，尚依和

吉太本仍每天清晨出发，背影渐渐融

入雪山草原。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

烈烈的篇章，却因坚守而熠熠生辉；他

们的奋斗故事，没有撼天震地的轰鸣，

却因平凡而生生不息；正如祁连山的

冰川，沉默却滋养万物；如高原的格桑

花，脆弱却倔强绽放。

在这片祁连山国家公园之上，还

有无数如尚依夫妇般的管护员，用青

春与热爱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诗

篇。他们的故事，是祁连山最美的生

态注脚，也是海西生态文明建设最生

动的缩影。

31年坚守，只为青山常在
—— 记祁连山国家公园德令哈片区雪山牧场管护站管护员尚依、吉太本

图片由尚依 提供 柴达木日报记者 林晓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