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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景桂珍 马俊杰

从东海之滨到巍巍昆仑，从互帮互

助到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温州市以“援

青协作”为纽带，深度融合资源优势，全

力推动我市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在产

业帮扶、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领域持

续发力，绘就出一幅“温格情深、共谋发

展”的生动图景，为格尔木市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爱心食堂暖民心

破解老人用餐难题

走进郭勒木德镇红柳村爱心食堂，

两名厨师正忙着为前来吃饭的老人和

学生准备午餐。不多时，饭菜的香味扑

鼻而来。

据悉，2020 年，温州援青工作组

投入帮扶资金 40 万元，为村里老人和

学生修建起这座爱心食堂，专门为村

上 60 岁以上老人以及在校学生提供

免费午餐和晚餐，解决他们的吃饭难

题。爱心食堂的开办不仅增强了乡村

社会治理水平，还为培育文明乡风、

建设安居乐业的美丽幸福家园增添了

色彩。

实施多项援助项目

奏响乡村振兴乐章

针对格尔木冬季天气寒冷、建筑能

耗高等特点，2021 年，温州援青团队启

动资金 350 万元，实施村民房屋外保温

改造工程，经过改造，冬天村民屋内温

度提升 3 到 5 摄氏度。据村民介绍，房

屋改造后不仅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成本，

更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舒适度和乡村美

观度。

为促进仁达合作社产业链规模化

发展，2020 年，援青工作组又投入资金

100 万元，建成了面积约 50 亩的猪舍，

修建了约长 300米的猪场围墙。猪舍运

营以来，每年土猪出栏约 500 头，收益

占村集体经济的 3%。据了解，近年来，

郭勒木德镇红柳村受益援青帮扶资金

近 500万元。

现如今，放眼望去，红柳村一排排

整洁的房屋、一座座充满希望的温室大

棚，化为跃动的音符，奏响了乡村振兴

的欢快乐章。

2016 年，安排援青资金 300 万元，

用于园艺场东区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新建温棚 24 栋，园艺场生产基

地生产水平不断提升、产品种类不断丰

富，保障了格尔木市本地群众菜篮子；

2018 年，安排援青资金 200 万元，用于

红柳村排水管网及道路建设项目，铺设

排水管网 4.8 公里，改造道路 2700 平方

米；2019 年，安排援青资金 2025 万元，

用于河东农场人畜饮水管网改造提升，

铺设输水管网 31 公里，切实提升了城

乡居民的饮水安全；2023 年，安排援青

资金 200 万元，用于大格勒乡新庄村高

原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改造道路 2 万平

方米，铺设路灯 176 盏，完善了村基础

设施……

“青藏优品”金名片

打响农畜产品知名度

“青藏优品”作为浙江对口支援海

西州消费帮扶的“金名片”，让格尔木优

质优价的农畜产品走进了浙江市场，同

时也推动了海西乡村企业发展，促进了

本地农民增收致富。

“青藏优品”运营总监陈更全介

绍，2021 年，安排援青资金 2000 万元，

开发了“青藏优品”农特产品购物平台，

并在温州上线试运行。之后相继开发

了运营微信小程序、抖音直播间、手机

端 APP、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推广平台。

同时，“青藏优品”作为浙江对口消费帮

扶的一个品牌，每年投入援青资金 300
万元，大力宣传格尔木本地的特色农畜

产品。目前在浙江已经开设了 20 多家

线下实体店，线上在淘宝、京东、拼多多

以及“青藏优品”小程序也上线了枸杞、

藜麦、牛羊肉等产品。目前，“青藏优

品”品牌已享誉浙江市场。据了解，

2024 年，“青藏优品”累计销售额达到

9000多万元。

据农垦集团格尔木特色生物产业

园副主任邢亮德介绍，近年来，通过“青

藏优品”平台，将我市的农产品远销到

了全国各地。目前，农垦集团拥有国内

最先进的全自动化枸杞原浆生产线，企

业生产的枸杞蜂蜜、黑红枸杞原浆、锁

鲜枸杞、沙棘果饮等多个产品以其原生

态、无添加等优势受到了全国各地消费

者的青睐。

援青，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让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

改变。昆仑山下，一批批落地的援建

项目，一次次结对帮扶，浙江援青格尔

木工作组为海西州格尔木市各项事业

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见证

了浙青两省的友谊，留下了一批“带不

走的财富”，写下了浙青对口援助的辉

煌篇章。

产业帮扶暖民生 温格协作结硕果

本报讯（记者 夏静 通讯

员 王学兰）近日，市人民检察

院组织检察人员深入青海盐

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以“法治护航 共促发展”为

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旨在进

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增

强企业依法经营意识，为企业

健康发展筑牢法治防线。

此次宣讲围绕企业职务

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等内容，通过典型案

例分析、观看警示片、现场答

疑的形式开展。同时，检察人

员还针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

中的安全生产、非法集资防范

等内容进行宣传，切实提高了

企业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

风险防范能力。

在交流环节，企业管理人

员就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逐一提问，检察人员根据自身

工作实际对企业提供可行性

建议。同时，考虑到该企业离

市区较远，检察人员特别提醒

企业人员提高安全意识，杜绝

酒驾等违法行为。

企业负责人表示，检察机

关的普法宣传贴合企业实际

需求，为防范法律风险提供了

专业指导，进一步增强了企业

依法经营、合规发展的信心。

此次活动有效加强了检察机关与

企业的沟通联系，有助于形成检企联

动、共筑法治防线的良好局面，为优化

区域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市人民检察院

将持续深化送法进企业活动，建立常态

化普法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特

点，开展精准普法，为企业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检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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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本报讯（记者 夏静）自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郭勒木德镇聚焦基层群众关

切，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作为检验和深化学习成效的重

要举措，实实在在解决农牧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印象小区作为郭勒木德镇农牧

民异地安置工程，自交付以来，因历

史遗留问题，不动产权证办理长期

搁置，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心头

病”。郭勒木德镇党委将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与转作

风办实事紧密结合，积极践行“一线

工作法”，制定“资金筹措+手续补

办+登记代办”三位一体方案，协调

联动市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深入

小区，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成立由

班子成员牵头的专项工作组，建立

“每日调度、每周复盘、每月通报”机

制，针对用地审批缺失、建设资料不

全等难点，创新“容缺受理+并联审

批”模式，在各部门协同办理下，6月
13 日，印象小区 280 户住房全部完

成首次不动产登记。目前办证工作

正有序推进，郭勒木德镇同步建立

“登记—领证—归档”全流程跟踪服

务机制，确保群众“最多跑一次”。

小区居民恩多感慨道：“盼了多

年的房产证终于有希望了，镇上的

干部三天两头往小区跑，帮我们跑

部门、整材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

了实事啊！”

此次攻坚行动以“小切口”破解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党员干部把办

公桌“搬”到小区院落、把服务“送”到

群众家门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作

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下一步，郭勒

木德镇将继续深化学习教育与基层治

理相结合、与解决问题相融合、与凝聚

力量相聚合，延伸服务“触角”，用心用

情用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破解房产“办证难”化解群众“心头忧”

本报讯（记者 朱玲玲 马颜慧）7 月

13日，海西州百姓宣讲大篷车“夏季号”

驶入格尔木，在长江源村和昆仑天街为

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

演出现场，通过高亢激昂的男女独

唱、活力四射的现代舞和豪迈奔放的民

族舞表演、独具地方特色的花儿对唱和

青海小调等多样化的表演形式，将各项

政策内容融入其中，通过演员们的生动

演绎，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移风易

俗理念深入人心。

百姓宣讲大篷车活动以文艺演出

为载体，既丰富了市民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又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深化了对政

策的理解。

海西州百姓宣讲大篷车“夏季号”驶入格尔木

活动现场。 记者 朱玲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