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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 通讯员 朱春

梅）今年以来，市统计局扎实推进“四

上”企业入库工作，通过走访摸排企业、

优化申报流程、加强部门协作、共享培

育情况等措施，切实提高了统计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为全市经济发展决策

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市统计局利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数据，积极构建“数据筛查精研、部门

协同联动、专业服务赋能”三位一体工

作格局，推动“四上”企业增量扩面。

1—5月，我市新增入库企业 5家，涵盖工

业、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多个领

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能。截至目前，全市“四上”企业总量

已达 225家，较 2024年实现净增长 5家，

彰显出格尔木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

市统计局积极落实健全统计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发改、工信、能源、

住建、文旅等行业主管部门，召开统计

入库联席会议，学习“四上”企业入库标

准、时间及要求，通报 1—5 月企业、项

目入库情况，同时就各行业“四上”企业

及投资项目培育情况进行交流，围绕

“四上”企业入库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

题，进行深入分析研判。通过信息共

享、数据互通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形

成了“四上”企业入库工作合力，为推动

“四上”企业入库工作提质增效、助力全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

为全面、准确反映全市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发展态势，市

统计局建立了“一月一摸底、一旬一分

析”的工作机制，聚焦“两油”“汽车”

“商超”等重点商贸领域，深入走访调

研，全面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将拟达标

企业纳入年度入库培育库。目前，已对

6 家拟达标企业开展重点关注和培育，

力争在年底实现入规纳统，为商贸经济

发展增添增长点。

市统计局秉持“服务企业、促进发

展”工作理念，建立健全全流程服务保

障体系，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

“一对一”指导服务。从申报资料准备、

审批流程指导到后续跟踪服务，全程跟

进、及时解决企业在入库过程中遇到的

各类问题。通过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

升服务效能，确保符合条件的企业能够

及时、规范地纳入统计范围，夯实经济

统计基础。同时，积极构建“线上+线

下”立体化宣传矩阵，打造全方位、多层

次的宣传培训体系。在年度和年中专

业培训中，将企业入库政策解读作为核

心内容进行系统、深入讲解。同时，充

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推出“升规纳

统”等宣传内容，以政策解读、案例分析

等形式，全面阐释“升规纳统”工作的重

要意义、具体要求和操作流程，有效提升

了企业参与意识和配合程度，在全市营

造出支持、参与统计工作的良好氛围。

1—5月我市“四上”企业入库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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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伟）今年

以来，市人社局就业部门采取

落实政策、搭建平台、精准帮扶

三项措施，提高就业服务质效，

为乡村振兴贡献人社力量。

人社局就业部门通过电

话回访、进村入户等方式，开

展政策宣传，累计宣传就业创

业政策 30余次，开展农牧区劳

动力就业培训需求调查 1979
人次，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

就业 11142 人、脱贫劳动力就

业 403 人；加强与市农牧部门

对接，认定就业帮扶车间（工

坊）9家，吸纳 38名脱贫劳动力

稳定就业；为 6名脱贫劳动力

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保补

贴 12.69 万元；为 11 名脱贫劳

动力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2.63万元，全面落实就业政策。

同时，常态化开展公共

就业服务，组织开展“就业援

助月”“春风行动”校园引才等

招聘活动 12场（次），动员 157
家企业提供 3315 个用工岗

位，帮助 362 人就业；发挥“一

街一园一基地”创业孵化功

能，吸引 56 家企业入驻，其中

吸纳农牧民创业者 26人；为 3
家创业商户发放三江源地区

农牧民自主创业开业补助 1.5
万元；为 2 名退役军人发放创

业补贴 2 万元；围绕市场、劳

动者需求，组织开展实用技能培训班

22期，培训城乡劳动力 1123人次，动员

8名脱贫劳动力参加。

此外，为 10 名跨省就业的脱贫人

口和监测帮扶对象及时兑现一次性交

通补助 1 万元。持续关注脱贫监测家

庭中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开展精准

就业帮扶；针对 16 名有就业需求的监

测户，建立“一户一策”帮扶方案，精准

匹配就业岗位；开展“雨露计划”高校

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确定今年 16 名

“雨露计划”毕业生名单，做好实名制

登记，了解家庭及就业需求，制定帮扶

措施，扎实推进相关工作；以劳务品牌

为载体，助力就业增收，推荐长江源村

“指尖记忆”省级劳务品牌，参加全国

第三届“劳务品牌形象代言人征集展

示活动”，吸纳 26 人稳定就业，并辐射

带动本村及周边 3000余名农牧民实现

就地就近就业。

筑牢反诈“防火墙”赋能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谭丽 通讯员 马玉

安）近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主动靠前

服务，针对盐湖钾肥、蓝科锂业、藏格

钾肥等化工企业的实际需求，开展“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反诈宣传行动，为

企业稳健发展注入“安全动能”。

反诈民警立足化工企业生产经营

特性，深入剖析网络贷款、虚假投资理

财等高发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抽

丝剥茧还原诈骗全过程，将“不轻信陌

生信息、不随意透露隐私、不盲目转账

汇款”的“三不”原则融入生动讲解。针

对化工企业资金流转频繁、财务人员风

险较高的特点，反诈中心重点加强财务

管理制度规范培训，通过模拟转账诈骗

场景，现场演示严谨的核实流程，全方

位提升企业资金安全防护能力。

在宣传形式上，积极构建“线上+
线下”双轮驱动模式。线下通过集中

宣讲、互动答疑、发放宣传手册等方

式，实现面对面精准宣教；线上依托企

业内部微信群、视频会议平台等载体，

高频次推送反诈警示视频、图文案例，

形成全天候、不间断的宣传攻势。

此次反诈宣传累计覆盖企业员工

超 1000 人次，有效提升了化工企业员

工的反诈防骗能力，切实增强了企业

风险抵御能力，为企业安心生产、放心

经营营造了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丁一 景桂珍 通讯员

刘玉年）2025年 7月，在海拔近 5000米的

可可西里卓乃湖附近，一只由 5G超低时

延网络与 AI 算法双重加持下的仿生机

器藏羚羊正在“努力”工作，实时对高原

精灵藏羚羊族群进行“无感化”观测。

由新华社牵头、中科院联合杭州云

深处科技研发的仿生机器藏羚羊，AI
视觉识别系统可实时捕捉藏羚羊的迁

徙轨迹、觅食行为及幼羔成长状态，通

过 5G 网络将数据毫秒级回传至后端平

台；智能分析模型则能自动筛选关键

信息，生成族群动态报告，为科研团队

提供精准决策依据。这种“前端无感

采集+后端智能分析”的模式，不仅突

破了人类近距离观测对野生动物的干

扰限制，更让生态数据的获取效率提

升数倍。

为支撑此次高规格观测，中国移动

构建了一套适配高原极端环境的“智能

通信底座”，完成 5G 高低频组网+超距

大带宽微波宏基站与 5G 高通量卫星+
相控阵天线微基站系统联合部署，解决

了高清视频监控、自适应组网、极端环

境适配、全场景兼容的通信网络需求。

未来，将通过“5G+AI+大模型”构建可

可西里全域生态智能管理系统，深度挖

掘赋能动态监测升级、智能协同保护、

生态价值挖掘等工作，为藏羚羊与高原

生态链研究和三江源保护、气候变化研

究提供科学支撑，让生态保护在科技赋

能下更精准、更高效，书写“数字文明”

与“生态文明”共生共荣的新篇章。

“5G+AI”仿生机器藏羚羊亮相可可西里

工作人员正在可可西里调试设备。 通讯员 刘玉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