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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总工会在
县委的坚强领导和上级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市县委全会精神，
以“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为己任，紧
盯县级工会加强年“五强”目标任务，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作用，统
筹推进抓思想引领、抓惠民服务、抓职工维权、
抓阵地建设，形成抓基层、夯基础、增活力、求
实效的工作格局，积极推动县级工会工作高质
量发展。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湟源县总工会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和青海省委十
四届四次全会精神、省第十五次工代会精神进
基层、进企业，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扎实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凝心铸魂跟党
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主题系列活动，推动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进车间；组织基层工
会干部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演讲竞赛、庆“五

一”职工文艺比赛、“丹噶尔
绣娘”技能大赛、“厨”类拔
萃“烹”然心动第一届“乡味
湟源”餐饮业厨艺技能大
赛、冶炼行业职工技能大

赛、2023年湟源县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情牵
鹊桥·会聚良缘”青年职工联谊活动、“迎中秋·
庆国庆”系列职工技能竞赛活动、“我们的节
日·重阳”职工健身徒步活动等形式新颖、催人
奋进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广大职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充分展
现全县干部职工团结奋进、拼搏实干的良好精
神风貌，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
力量。

提升惠民服务温度
湟源县总工会坚持“职工有所呼、工会有

所应”扎扎实实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开展“春送岗位”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
位5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180余人；“夏送清
凉”发放“清凉大礼包”570份，深入企业、建筑
工地、生产车间等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惠
及2300余人；“金秋助学”为26名贫困职工子
女就学送去帮扶金20万余元；“冬送温暖”帮
扶慰问困难职工 135人，发放慰问金 13.5 万
元，为55户困难职工发放疫情生活补助45.3

万余元，帮助缓解困难职工生活压力；在第六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为39名困难农
民工送去慰问金3.9万元。深入推进职工医疗
互保工作，2023年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金参保人
数达4908人，同比增长10.11%，参保率达到
99.7%，截至目前，申请结报资金495人次，领
取金额44.56万元。落实联点村帮扶工作，为联
点村送去春耕有机肥20余吨。关爱慰问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以及困难职工子女75人，送去
图书、书包等学习用具。举办家政服务、青绣技
能培训班3期120人参加，积极对接引导青海
羌韵绣艺等公司，与农民工签订手工艺品供销
协议，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实施环卫工人“暖心早餐”项目，为全县
246名环卫工人提供“暖心早餐”，切实增强户
外劳动者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力维护职工权益
湟源县总工会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劳动模

范和一线优秀职工身心健康，完成2批次64名
劳动模范和一线优秀职工疗休养，为350名农
民工提供免费体检服务，举办女职工维权行动
月普法讲座，来自基层工会的100余名女职工
参加。完成14名省部级劳动模范、6名市级劳
动模范体检工作。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

益法律服务活动，聘请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专
业律师为12家重点企业开展“法治体检”，举
办“法律进企业”法治讲座8场次，发放宣传材
料1500余份，现场解答法律问题89人次，切实
帮助企业增强依法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强企业
民主管理，督促指导17家企业签订集体合同，
覆盖职工2500余人。

切实发挥阵地作用
湟源县总工会持续加强企事业单位职工

书屋、劳模创新工作室等文化阵地建设，建成
县级职工书屋3家，申报省级职工书屋2家、市
级职工书屋2家；打造职工企事业文化阵地2
家、大货车“司机之家”1处；升级改造县级工会
健身房1处。以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为契
机，打造了解民意、职工诉求的“联络平台”和
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阵地”，让思想引领触角
延伸至基层“神经末梢”，切实发挥工会作用，
主动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职工干事创业正能量，使各
个行业职工在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坚
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育职工，动员
广大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精神文明、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组织省市劳动模范和“西宁工匠”开展
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宣讲活动8场次，劳动
光荣、实干为要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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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水源头溢幸福 古道丹城漾新风
——青海湟源县着力培育文明风尚擦亮幸福底色纪实

◎ 肖子村

近年来，青海湟源
农商银行在湟源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省
联社党委工作安排部署
下，围绕中心工作，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
支持“三农”、小微企业、
地方经济、绿色发展和
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自
觉扛起地方金融主力军
的责任担当，铸就农村
金 融 发 展 的“ 根 ”与

“魂”，为支持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农信担当
与力量。截至今年 10
月，湟源农商银行资产
总额40.9亿元，各项存
款余额31.7 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25.96亿元，贷
款客户 29597 户，普惠
金融转型成效显著，各
项监管指标持续向好。

党建引领
凝聚干事创业合力

湟源农商银行坚持
“党建管向、制度管人、
流程管事、文化管心”原
则，强化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持续深化党
建与党风廉政建设，多
角度多维度宣传展现各
项工作动态，不断提升
政治领导力、组织战斗
力、自我革新力、业务引
领力和文化凝聚力，为
高质量发展凝聚“红色
动能”。同时，深入实施
新时代人才强企战略，
不断完善干部选任、人
才培养、薪酬绩效管理、
教育培训等制度机制，
初步形成“老、中、青”合
理搭配的干部管理团
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
力保障。秉承文化强企、文化铸魂的理念，通过
不断实践、培育、积累和升华，逐渐凝聚形成湟
源农商银行“源·融心”企业文化品牌，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职工困难事、党员群众烦心事，持
续提升员工幸福感、归属感、获得感，形成干事
创业的良好氛围。

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实体经济

湟源农商银行坚持“党”的政治属性和
“农”的生命属性，全力支持湟源县稳经济增
长、生态保护修复、乡村振兴战略、旅游产业发
展、城乡建设、民生发展等重点领域项目，先后
推出农担普惠贷、青源e贷、白领贷、码商贷、
扶社贷、数字乡村贷、民薪贷、新市民贷等系列
信贷产品，支持农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村经济体，带动周边邻近农户增收，帮助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企业实现规模发展，湟源
农商银行多次荣获“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单位”
荣誉称号。同时，持续深化“普惠、信用、绿色”
三大体系建设，争当普惠金融领跑者和乡村振
兴领头雁，在支持实体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
创新推动绿色普惠融合发展方面持续发力，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穿到做好金融工
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持续深耕县域阵地和农
村牧区市场，把各项金融服务工作做实、做深、
做细、做透，成为政府信赖的普惠银行、人民喜
爱的贴心银行、农牧户信任的知心银行和低碳
环保的绿色银行。

履行社会责任铸就良好口碑

湟源农商银行积极探索金融助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立足地方实际，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建档立卡户的实际诉
求、扶贫政策的综合运用等方面大胆尝试，创
新推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商业贷款”金融
精准扶贫新模式，满足脱贫户大额资金需求，
有力助推当地农村扶贫产业发展；重点加强
对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等龙头企
业中长期信贷投放，全力推动金融助企纾困
政策落地见效，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
业、稳经济增长。同时，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坚
定履行金融企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通过
结对帮扶和尊老孝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大
学生金秋助学等各类活动，以实实在在的行
动回馈人民、感恩社会，用爱与责任铸就湟源
农商银行良好口碑。

提升内生动力筑牢风险底线

湟源农商银行不断探索完善党的领导与
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的方式和路径，着力打造党
组织核心领导、董事会战略决策、监事会依法
监督、高级管理层依法经营的“四会一层”公司
治理体系，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建设，优化部门
岗位设置，强化制度建设和评估，坚决扛起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治责任，统筹发展和安
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同时，锚定打基础、利长远、固根本、增后
劲的重点工作，持续开展集中攻坚活动，通过
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
展根基和增强发展后劲，实现金融风险管理与
金融业务高质量发展有机统一。

晒出能效榜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10月30日中午12时10分许，湟水河畔的
湟源县政务服务中心200平方米的办事大厅
里，一名群众正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事务，其
他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间隙，赶紧拿
出自带的午餐开始“拼桌”用餐。

针对群众办事“工作日没空办、下班时没处
办”难题，湟源县行政服务中心实行“周末不打
烊、中午不断岗”的政务服务新模式，随时为群
众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问效于民，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
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真正把群众
的事办好办实办到位；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集中更多力量资源强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
境保护，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扎实推
动各项惠民利民政策应享尽享，切实以政府的

“辛苦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同时，通过晒出能效榜，强化示范引领和

促进互学互促，让营商环境、政务服务工作更
加贴近民生、贴近百姓、贴近生活。“我们把市
场主体设立、办证等压缩至0.5个工作日。此
外，为解决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疑难问题，大厅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专门受
理‘办不成的事’，全力调度相关窗口部门办成
事。”湟源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高世顺说。

今年以来，湟源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新
增内资、私营企业246户，专业合作社11户，个
体经营户916户。全县窗口单位接受企业、群
众评价102296次，其中非常满意13074次，满
意88667次，基本满意555次，没有不满意和投
诉事件。高世顺还介绍说，政务服务中心正准
备另迁新址，面积扩建到2200平方米，服务窗
口也将由现在的22个增加到71个，实现“进一
扇门、办所有事”的目标，打造高效舒适便捷的
政务服务环境。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价值转换

湟源县围绕建设湟水上游生态强县、筑牢
西宁西部生态屏障的目标，统筹推进森林城镇
建设、退化林修复、封山育林和湟水河、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等重点生态保护工程，既当好绿水
青山的守护者，也当好金山银山的创造者。“湟
水河302个入河排口的排查、监测、溯源、整治
工作已完成，权责全部划分清楚，确保出水水
质达标。”湟源县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张荣表示。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难点问题，湟源县打响
2021～2025年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先后实施
和平乡小高陵片区和茶汉素村、大华镇三条沟
村、巴燕乡上浪湾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效果十
分显著。同时，还在东峡乡拉尔贯村18户分散
居民试点分散式污水处理项目，日处理生活污
水0.6～2立方米。今后，将根据民居分布特征，
大力推进“集中+分散”农村污水治理模式。

如今，一幅幅以生态为底、绿色为轴的美
好画卷正在湟水源头徐徐展开、精彩呈现，生

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内涵。
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沿湟水河、药水河分布
的丹噶尔古城、大黑沟森林公园、小高陵红色
旅游基地、唐蕃古道·日月藏乡、日月山下·二
十四个庄廓等人文、自然景观和民宿人气火
爆，共接待省内外游客9.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323万元，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39.7％
和29.7％，实现历史文化、生态文明、美丽乡村
的文商旅融合与价值转换。其中，丹噶尔古城
举办的2023年首届中国丝绸之路摄影大展暨
湟源县“中秋佳节·与国同庆”系列活动中，秦
腔专场、群众文艺展演和汉服巡演、丹噶尔厅
署升堂表演等吸引1.48万人次的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较2019年同期增长19倍。

抓建设提品质彰显古城新魅力

湟源丹噶尔古城及其周边区域建筑主要
依托湟水河、药水河两岸呈带状分布，老旧小
区较多。经排查统计，县城共有129个居民小
区，其中111个需要改造。“改造是由外到内
的，包括基础设施的改造、配套设施的完善、服
务设施的提升等，涵盖水电气暖及绿化、休闲、
教育、养老、医疗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缺什么
改造什么。”湟源县城乡住房与建设局项目办
负责人盛延宗表示。

2020年以来，湟源县坚持“政府引导、居民
自愿”原则，将老旧小区逐年纳入改造计划，提
升物业服务市场化运作水平，探索“三无楼院”
管理小区化。截至目前，已完成82个老旧小区
改造，涉及居民5349户，营造居住舒适、生活
便利、环境优美的美丽家园。

紧邻109国道的石刻公园设有便民早市
和夜市，经营户多为周边农户，商品以农副产
品为主。在规范管理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采
取柔性执法，让城市既有温度和“烟火气”也有

“颜值”。自2021年以来，湟源县通过实施高原
洁净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围绕构
建“大市政、大环卫”格局，探索城乡一体化环
卫作业市场化改革试点，完善人居环境乡镇评
比挂榜和激励机制，引导群众发挥主体作用，
构建共建共管共享新格局。

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湟源县现已建立“户
收集、村保洁、环卫清运、县处理”工作机制，促
进全县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
理，146个村已全部配置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
施，并完成4428座农村问题厕所的整改。同时，
倾力悉心打造的丹噶尔古城历史文化中心、湟
源峡南北两侧山体景观渗透带、湟水河和药水
河生态廊道以及老城历史文化风貌区、泵庄滨
河风貌区、池汉山水城市风貌区、大华绿色产业
风貌区初步呈现，宜居宜业的古道丹城、各具特
色的和美乡村焕发出更加迷人的新魅力。

打造湟源特色农村养老新模式

申中乡河拉村是一个农牧并存的山村，共
有193户人家，说起薛海刚，人人竖起大拇指，

夸他是好女婿好儿子。他的岳父吴全业因小儿
麻痹症落下残疾，岳母是言语残疾，入赘河拉
村的23年来，他体贴入微照顾岳父母。去年，
在政府的帮扶下，贷款10万元养殖藏羊，一年
下来，家里的羊已由80余只增加到150余只。
今年，薛海刚的母亲因病住院治疗，夫妻俩商
量后，干脆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共同生活。

湟源是西宁市各区县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
的县，现全县老年人为23344人，占全县常住人
口的21.1%。其中，60岁以上“四类”老人和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为3397人。针对老年人口占比
大的县情，县民政局首推居家养老，精准落实高
龄津贴制度，每年为7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
津贴近1200万元，并率先在全市落实60岁以
上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购买全覆盖。

同时，不断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在易地搬
迁安置区建成首个“老年怡心园”，辐射周边5
个村的老年人，逐步形成家门口养老和自助互
助养老湟源特色农村养老新模式；结合“一老
一小”实际，创新实施“壹桌”服务计划，在日月
藏族乡尕庄村幼儿园建设“大手牵小手”小餐
桌试点两个，为283名老人和46名儿童提供餐
食服务，提升“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水平。

此外，以“政府补一点、村集体经济掏一
点、社会组织捐一点”的自行运营方式实施“养
老新家园”计划，截至目前已建成运营农村老
年之家65个。“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医养结合，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能力同步提升行动，加快
老年养护院等项目建设，实施养老新家园改
造，满足多样化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湟源县民
政局副局长马武林介绍说。

田园牧场荡漾时代文明新风尚

来到湟源峡谷中的东峡乡下脖颈村二社，
109国道边那棵树龄约240年的旱柳如同一位
迎来送往的长者。沿着那条新修的柏油路蜿蜒
而上，映入眼帘的是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村
民季春沛利用自家的小院经营农家乐，至今已
有21年，主打用散养土鸡烹制的家常菜及山
上采摘的多种野菜，生意十分红火，夏秋季节，
13个包间基本都是满的，服务员都是家人和村
里的妇女，带动村民增收。像这样的农家院，全
村共有13家。“平日雇4个人，周末得雇6个
人，一年下来能挣个20来万元。”季春沛说。

波航乡南岔村是一个易地搬迁的新村，18
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为主题命名的小
巷整齐划一，村口还建有小游园、村史馆、商铺

及皮绣坊等。最近几年来，村“两委”班子在能
人书记张海福的带领下，组织男性青壮年劳动
力去县城或西宁市区务工，妇女从事非物质文
化遗产湟源皮绣的制作，由皮绣非遗传承人、
青海羌韵绣艺手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冯海萍提供技艺培训、产品订单并统一销售。
现在每家每户都有务工人员，村民人均年收入
超过14000元。

“死了没气，活着受气；生前无人管，死了
十大碗。”针对农民腰包鼓起来、婚丧嫁娶攀比
成风的陋习，湟源县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解读党的二十
大精神，扎实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宣传月”活
动，营造革除陋习、共建文明的良好氛围。同
时，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带头简办喜事丧事，推
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申中乡卡路村“两委”为方便村民，用村集
体资金购买一套专用音响设备，将丧事中用到
的哀乐、唢呐曲录制成音频储存到移动设备里
进行循环播放，既节省了请乐队的费用，也使
移风易俗工作取得新进展、收到新成效；前沟
村邀请村里有威望、熟民情的老党员、老教师
等乡贤成立“红白”理事会，并将一碗熬饭
（“熬”同“孬”音，青海习俗菜肴，用羊肉及汤、
白萝卜片、洋芋块、粉丝等做成的烩菜）办丧事
纳入村规民约。目前，此举正在全县推广，切实
践行了“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

波航乡南岔村依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通过板凳会、拉家常等形式，组织村民开展“传
思想习理论、传文化习新风、传政策习富路、传
法律习法治、传道德习品行、传科技习兴业”活
动。同时，全村36名党员带头推进移风易俗和
树立文明新风，持续优化“巷道小院为幸福生
活加码”品牌。“以前办一场丧事得七八天，办
流水席，现在都不超过三天。”张海福说。

近年来，湟源县依托覆盖所有乡镇、村社
的16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倾心
打造“丹城宣讲团”“红石榴”等各具特色的志
愿服务品牌，大力推进“文明新风进万家·移
风易俗促振兴”“身边的道德模范”等活动，激
励广大干部群众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
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向上向善
力量，为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持
续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在产业发展、农民增
收、乡风文明、人居环境等方面精准发力，走
出一条独特的乡村振兴路。

凝聚磅礴力量引领文明风尚
——青海西宁市湟源县总工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

◎ 肖子树

深秋时节，湟水河源头的古城湟源秋意正浓。沿109国道前行，东部峡谷层林尽

染色彩斑斓，络绎不绝的自驾游客沉醉其间；农家院落前的晒场上，麦粒在阳光的

映照下，一颗颗都变成了金黄色；西部雪山连绵起伏牧草金黄，洁白的羊群和黑色的牛群点缀其

间。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藏文化与汉文化交汇带，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合部、唐

蕃古道要冲，素有“海藏咽喉”之称。近年来，青海湟源县倾力悉心打造廉洁高效、功能完善、生态

秀美、环境洁净、精神饱满、文化厚重、新风荡漾的覆盖城乡、全民共建共享的人居环境，不断擦

亮居民幸福底色，为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增色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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