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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郑 思 哲 叶 文

娟）为使学习教育更加贴近基层、贴近

实际，青海省采取省级干部“穿透式”调

研、牵头部门专题调研、学习教育工作

专班联点调研等方式，深入全省 8个市

州 45 个县市、39 家企业，查摆问题，摸

清基层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持续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省委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明确

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认

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按照

“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的学习

教育。结合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乡村振

兴、包联重点企业工作安排，35 名省级

党员领导干部在督导指导乡村振兴、惠

企政策落实过程中，分别联系指导 1个

县（市、区、行委）和 1个重点企业，聚焦

学习教育主题，开展“穿透式”调研，听取

基层意见建议和诉求，指导调研地区和

企业深入查摆问题，收集意见建议，动态

掌握学习教育情况。

省委组织部精心策划学习教育工

作专题调研，协调相关行业部门，抽调

安排精干力量，组成 8 个调研工作组，

下沉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

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部分省直

机关、高校、医院、企业等领域实地调

研，采取座谈交流方式，与村（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乡镇机关一般干部、

党员和群众，本领域本系统普通职工、

服务对象等开展座谈交流 11 次，访谈

基层党员群众 600 余名，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重点了解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及其具体表现，初步掌握各级领导

班子和党员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摸

清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为学习教育

工作深入推进提供基层一线信息。

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充分发挥

信息枢纽功能，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

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指导贯穿

全过程。对省级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覆

盖到的县（市、区），安排专班各组组长

联系指导。详细制定《联络指导流程

图》《学习教育工作推进表》，4 名厅级

领导牵头指导，14 名联络员跟进督导，

横向与 82 个省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纵向与 8 个市州建立点对点联系指导

工作机制。依托“省级专班+观测点联

络指导”机制，设置 15 个基层观测点，

适时开展学习教育工作专题调研指

导。截至 4月中旬，观测点反馈问题线

索 36 条，其中 31 条及时转交办理，5 条
为新增线索。印发工作提示和工作答

复意见，安排省直各行业系统主管部门

发挥行业系统自身优势，对本系统学习

研讨、查摆问题、集中整治、开门教育进

行全程指导把关，实现各行业、各系统

有效联动、资源共享、协同推进。

青海以扎实调研推动学习教育持续深入

□ 记者 马彩萍 杨学超

在我市尕垭口南面的荒

滩上，一场绿色变革正在悄然

发生。曾经风沙肆虐、荒无人

烟的不毛之地，通过发展枸杞

产业，如今披上了绿装，焕发

出勃勃生机。

走进亿林万亩枸杞种植

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枸杞

林整齐划一、连绵不绝，棵棵

枸杞树在微风中摇曳，长势喜

人。曾经的沙丘、荒滩地带已

被成片的枸杞林所覆盖，在阻

挡风沙侵袭的同时，有效改善

了区域生态环境。

亿林万亩枸杞种植基地

负责人赵明辉说：“以前这里

是一片荒漠，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片绿洲，等‘五一’过后，整

个基地都是绿色，特别漂亮。”

柴达木盆地自然条件恶劣，干旱少

雨、土地贫瘠，生态脆弱，农业发展受

限。因枸杞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的特

性，近年来通过枸杞种植，这片土地成

为“希望的田野”。“2013年，我们在这里

开荒，2014 年种植枸杞。截至目前，已

经开出来了将近一万亩地，种植枸杞

4350亩，以后会陆陆续续全部种上。”赵

明辉说。

荒漠里种植枸杞非常困难。为确

保枸杞在荒漠中茁壮成长，从源头保证

枸杞品质优良，亿林万亩枸杞种植基地

采用了标准化种植模式。在土壤改良

方面，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改善

土壤结构，为枸杞生长创造良好条件。

在灌溉方面，通过修水渠、铺设管道、采

用滴灌节水技术等方式，为枸杞树提供

充分的水源保障，既满足了作物生长需

求，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我们灌溉用水是昆仑山上的雪

水，最早修了一条注水渠，离这里大约 8
公里，通过漫灌方式进行灌溉。后来在

市农牧部门的帮助下，我们采用滴灌技

术，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赵明辉说。

作为我省最早种植生产有机枸杞

的企业，以及国内第一家取得有机枸杞

认证的企业，该公司年产有机枸杞鲜果

2000多吨，产品出口法国、德国、比利时

等欧洲国家。

荒漠绿了，家乡美了，农民富了。

曾经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如今变成了

特色产业发展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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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冯伟 马俊杰）4 月

21日，我市第 37个爱国卫生月广场集

中宣传活动在奥体广场举行。此次

活动以“爱卫新篇章 健康‘心’生活”

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

普及健康知识，营造全民参与爱国卫

生运动的浓厚氛围。

踏入广场，“爱国卫生人人参与

健康生活人人共享”“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 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等横幅格外

醒目，传递着爱国卫生的核心理念。

广场一侧，展板摆放有序，图文并茂

地展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历程、

卫生健康知识、疾病预防措施以及垃

圾分类等内容。过往群众驻足观看，

有的仔细阅读展板上的文字，有的交

流自己的见解。针对群众提出的问

题，工作人员耐心解答，从日常饮食

卫生、家庭卫生清洁技巧，到春季常

见传染病的预防方法等，都给予了详

细讲解。

此次“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不

仅增强了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的认

识和理解，还提高了群众参与爱国卫

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市举行爱国卫生月广场集中宣传活动

（上接一版）全方位开展各项援建工

作，在项目建设、产业帮扶、人才支援

等方面为格尔木做了大量的贡献和

工作，正因有这种大力支持，格尔木

市在产业升级、经济增速、民生改善

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成就，两

地干部群众守望相助、精诚协作，共同

谱写了一段携手共进新生活的佳话。

赵冬希望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在

继续援助帮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

与格尔木市的交流合作，聚焦产业、

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加大支持力

度，一如既往地在产业“四地”建设、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等方面给

予格尔木更多的指导和帮助。格尔

木市将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精

准把握“援青”新形式、“协作”新内

涵，携手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共同创新

谋划对口支援协作新路径，集中援青

力量办大事，在打造东西部协作样板

上积极作为、一心向前，以实绩实效

交出满意答卷。同时，全方位服务好

浙商企业、援青干部人才，努力让广

大企业家、援青干部人才在格尔木住

得舒心、过得安心、干得顺心。

詹茂伟对赵冬一行拜访援青指

挥部、看望援青干部表示感谢，并就

下一步如何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提出

具体举措。他强调，浙江援青指挥

部将进一步立足格尔木实际，从资

源、市场、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全

方位研究分析双方产业发展契合

点，加大产业基金扶持、科技援青助

力、特色产业培育、科技企业孵化、

教育医疗、人才引进、干部交流、文

旅交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进一步

深化协作平台、完善制度机制、搭建

共享桥梁、落实援青项目、强化双方

合作，持续巩固提升援青成果，为格

尔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与格尔木人民一道共同描绘

“高原奔富”的美丽画卷。

浙江援青指挥部各部门负责

人，市领导陈俊屹、肖军、马继元、胡

红梅及各相关部门单位参加座谈会。

市领导赴浙江援青指挥部汇报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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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文明建设与推动转型升

级、增加优质生态产品、构建绿色生

活方式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不断增进绿色福祉。要扎

实抓好各级各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确保巡视、巡察反馈

问题按期销号清零。要持续深化整

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深挖问题根源，研究解决方案，抓好

推进落实。要创新发展路径，有效

整合旅游资源，深化旅游与其他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政策支

撑，抢抓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力机

遇期，推出一批稳经济、促发展的务

实举措，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工作，助

力企业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州市近期会

议精神等。强调，要认清形势、把握

机遇，充分利用服务保障优势，以稳

通道经济、拓开放空间、强招商引

资、抓项目建设、解存量难题、促改

革创新为发力点，健全体制机制，规

范行业管理，强化信息平台建设，优

化枢纽功能，加快建设绿色产业园、

陆港园区等项目。要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工作，结合反馈问题，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底线思维，彻底排查整治

全市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安全

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