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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乡水清景更美
特邀记者 刘 伟

“菜单”培训，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我州“创客”培训班
在西宁成功举办

近年来，河南县针对牧区群众发展生产后劲不
足、就业门路窄的问题，坚持授之以“渔”的原则，紧
紧抓住“两讲三促四送五推进”百日活动的有利时
机，强化措施，创新载体，因地制宜，采取集中辅导、
现场操作、分类培训等形式，将职业教育的课堂搬
到村子里，将技术送到家门口，让群众按需求“点
菜”，以“精准培训”为发力点，造就大批乡土人才，
为河南县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实施乡
村振兴筑牢了根基。

在吉仁小区的挖掘机教学现场，两台挖掘机正
在运作，等候培训的藏族女学员公保措略显羞涩地
告诉记者：“我家就在这个小区里，每天按时上下
课，学技术的同时也能照顾上家人，我现在能独立
完成挖掘部分的操作，虽然培训还没结束，但我已
经迫不及待想开着挖掘机上路了。”

我们的培训课程预计四月底就能结束，十多天
培训情况看来，群众接受能力非常好，学的也很认
真。“为了方便学员交流沟通，培训班50名学员还
建了微信群，如果现在上岗，学的好一点的立马就
能拿到3000元左右工资。”挖掘机授课老师马明虎

告诉记者。
这边挖掘机操作

现场尘土飞扬，另一
边缝纫技术培训班里
的牧民妇女们正在飞
针走线，这里是河南
县精准扶贫托叶玛乡
缝纫职业技能培训班
的上课现场。值得一
提的是，这个培训班
的授课老师是托叶玛
乡夏吾特村本土牧民
卓玛，而授课的地方
就是在她自己开办的
民族服饰制造厂里。

“我很荣幸能为家乡
妇女同胞传授缝纫技
术，我想挑选一些优
秀的学员留在厂里，
带她们一起致富。”卓
玛激动地向记者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
“菜单式”培训，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018年河南县立足乡村振兴发展计划，充分听取
群众意愿，精细调查研究，开展“菜单式”精准培训，
按照“一村一班”的方式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截
至目前，已开展烹饪、刺绣、装饰装修、缝纫、服装制
作、手工编织、挖掘机农牧民技能培训等9个工种
的技能培训班15期，培训范围遍及10个生态文明
小康村及 5 个非生态文明小康村，培训人数达
750人。

“乡村振兴”希望的甘露时值正当，蒙旗草原
上已悄然掀起了一股技术致富的春潮。“开展‘菜
单式’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立足实际，充分尊重牧
民意愿，改变了以往‘培训什么就学什么’的被动
模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学技术、学知识的积极
性。有力促进了牧区群众手艺致富和各项素质的
提升，为牧区群众创业致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县就业
局局长才让
东周表示。

河道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为了河
长制落地有声、责任到人，近日，同仁县瓜什则乡举
行河长制工作启动仪式，乡长李本扎西代表乡级河
长，与各村级河长明确责任，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并
向村级河长授牌。

仪式结束后，近千名参与者走上街头，围绕“改
善水域环境，提高水体质量”等内容开展环境卫生、
河道保护等知识宣传，并组织群众在辖区河道、沿岸
草场开展垃圾清理，形成人人皆知、人人参与的良好
氛围。

“河长必须担负职责，干部和村民也要共同参与
河道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这样才能以身作则，更有效
地提高群众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今后，我们还将
继续推进河道污染源治理，不定期进行河道巡查，坚
决杜绝污染现象的发生，确保河长制工作走上更加
规范化的运行轨道。”李本扎西说。

为贯彻落实好河长制工作要求，县城管、水利、
加吾乡、隆务镇等部门积极响应，开展了一系列巡河
与保护母亲河活动。

针对城区一些沿街雨水井被附近个别商铺、饭
店等经营户乱倒乱倾污水污物，导致水井堵塞不通
的现象，县城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依法专项整治
行动，要求沿街商铺严格按照《门前五包责任制》规
定，落实好环境卫生责任。对乱倾倒者，执法队员对
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当场督导对雨水井进行清理，确
保井内外干净畅通无杂物。

青年路社区组织40余名志愿者、辖区单位职
工、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代表，开展以“保护母亲河
你我同参与”为主题的辖区河道垃圾清理活动，受到

过往群众好评。
“保护母亲河就是保护家园，造福子孙后代！”街

道边，县委机关干部何祥宇和伙伴们一边捡拾烟头、
纸屑，一边向路人散发宣传资料，她说，通过保护母
亲河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群众的环境保护责任
意识，希望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志愿者队伍，让家园更
美、生活更好。

在活动中，干部群众及青年志愿者们表现出了
极大的劳动热情，大家拿起钉耙、火钳、铁锹等工具，
分工协作，沿着河道捡拾散落在坝岸上的石块、塑料
袋，对不方便使用工具的角落，索性进行徒手清理，
确保河道环境卫生清理不留死角。

在实行河长制工作中，隆务镇充分发挥环境卫
生义务监督员作用，结合各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成立
保洁队伍，制定保洁员工作职责、分片包干制度，按
照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对保洁员实行考勤。
同时，将环境保护纳入村规民约，有效保障了环境卫
生整治、河长制工作的推进。

隆务镇党委书记扎西才让表示，通过“村规民
约”的全面推广，河长制理念基本实现了人尽皆知，
不仅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河长制工
作，还有效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粪
便等乱堆、乱放、乱排等问题。

据了解，去年以来，同仁县以环保督查问题整改
为契机，全面启动河长制工作，各河长层层签订责任
书，细化责任分工，落实控源、截污、清障、修复等管
护措施，形成了县、乡、村（社区）三级覆盖的“河长
制”管理网络。

本报讯 近年来，黄南州渔政行
政管理部门充分利用一切管理手段，
加强对渔船的检查力度，重点查处私
自放生和私捕滥钓的现象，扎实开展
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
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对养
殖场生产安全、三无船舶、环保措施、
养殖场手续、各项生产记录、生物安
全管理措施、鱼苗检疫、饲料安全、是
否在库区进行私自捕捞等情况，坚决
打击破坏黄河渔业资源苗头。

根据全省近几年虹鳟鱼IHN病
毒传染疫情情况，及时跟踪监控及预
防宣传，并加强增殖工作，先后在河
南县、尖扎县每年投放放流土著鱼类

20万尾、花斑裸鲤30万尾，目前已累
计在沿黄四水库投放高白鲑、鲤鱼、
草鱼、鲫鱼、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
骨唇黄河鱼等鱼苗1145万尾。

据了解，2017年沿黄李家峡、直
岗拉卡、康杨、公伯峡四水库水产养
殖带基本雏形已经形成，8个生态养
殖场网箱总数达到464个，面积达到
6.1 万平方米，现有网箱养鱼总数
119万尾，水产品产量2013吨，产值
达8500万元。目前，尖扎县已成为
青海高原名副其实的有机冷水鱼养
殖基地，冷水鱼养殖产业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新亮点。

保护水生态资源
促进冷水鱼养殖

本报讯 4月 16日至 17日，由州
科技局、州人社局联合举办的全州创
新创业培训班在西宁成功举办。培
训组织全州20名优秀大学生创业者
前往青海青年创业园、城北区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等地实地学习参观。

此次培训结合正在开展的青海
省第四届“交行杯”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前期报名工作，并邀请青海省生
产力促进中心和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优秀讲师为学员们现场讲授创业新
政策知识及创业大赛预演、创业计划
书撰写、路演注意事项、知识产权获
取方式等，为做好参赛准备工作奠定
了基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期 2天
的培训，创业者不仅系统全面的学习
和理解了众多创业新政策，更激发出
大学生创新活力，学员们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拓展了创业思想的新路子。

本报讯 近年来，泽库县紧紧抓
住国家大力发展农牧业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大机遇，以脱贫攻坚工作为契
机，以合作化生产为抓手，以规模化
生产目标，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蕨麻、优良牧草等高原特色种植
业，不断推动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
收，为产业脱贫探索了新路径。

2015年，泽库县充分利用西部
地区耕地资源和交通地理优势，科学
合理调整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分别
在和日镇、宁秀乡、王家乡、巴滩牧场
等地成功引进试种蕨麻、玛咖、芫根、
黑青稞、羊肚菌、当归、马铃薯和优良
牧草等名优新品种、新作物,建设高
原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示范基地7.5万
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了发

挥好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2016年在西部地区建立3000亩的
蕨麻种植示范基地，共有4个乡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 782 户、贫困人口
3112人参与种植，经过一年多的精
心管护，种植示范基地蕨麻喜获丰
收，预计每亩地平均收成鲜蕨麻450
斤，按市场收购价格为每斤16元计，
共可产生经济效益2160万元。

目前泽库县正积极组织贫困户
劳动力全面开展蕨麻采挖工作，按每
人每天挖30斤蕨麻计，人均可增加
劳务收入约120元。为进一步拓宽
泽库县蕨麻销路，经多方协调，与北
京同仁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
收购40吨鲜蕨麻的合作协议，解决
了贫困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小蕨麻”挑起致富“大任务”

缝纫职业技能培训班上，卓玛耐心向妇女同胞们讲授裁衣要领。

关爱女孩 圆梦同仁
本报讯 4 月 12 日，隆务镇党

委、政府在同仁民中举办青春期心理
健康教育知识讲座，400余名女学生
接受教育。

讲座中，县妇计中心、县卫生监
督所、县疾控中心、隆务镇卫生院医
护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女
孩青春期的生理特点、体态特征、青
春期卫生保健知识、传染病防控知识
等内容，让学生认识了解身体、心理
的变化，促进女生青春期身心健康，
增强女生自我保护意识。

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咨询台、
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向过往群众广泛普及卫生计生相
关政策法规、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等
相关知识，传播男女平等、关爱女孩
等婚育新观念、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
妊娠行为基础知识，呼吁广大群众要
关心母亲健康、关爱女孩成长，让更
多群众了解关爱女孩行动的意义及
必要性，营造了全社会关爱女性的良
好氛围。

—— 同仁县河长制工作启动仪式现场速描

文\图 通讯员 孙丽丽 也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