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年年66月月212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措茂措茂 排版排版：：措茂措茂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hnbhnb861861@@163163.com.com 3经济民生

▲ 河南县多松乡夏日达哇村014号扎
西东智63232424020178号草原承包经
营权证声明遗失。
▲ 完玛加青D—83355号车机动车登
记证声明遗失。
▲ 同仁县隆务镇夏琼中路武安隆同
国用 2003 年第 7692 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声明遗失。
▲ 看卓加青D—A5668号车机动车登
记证声明遗失。
▲ 富康医药连锁同仁县汇鑫大药房
D—QH97313—0001号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正本） 声明遗
失。
▲ 同仁县隆务庄然角同集用 （97
年） 第 0220 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声明
遗失。
▲ 泽库县泽曲镇东科日村民族手工
艺加工合作社斗格才让注册号为
632323NA000102X号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遗失。
▲ 郎托 632323197110151515 号道路
运输从业资格证声明遗失。
▲ 同仁县隆务中街117号韩德良同房
私字第 1135 号房屋所有权证声明
遗失。
▲ 同仁县兰采乡土房村122号拉则加
2人户口簿声明遗失。
▲ 尖扎县坎布拉镇牛滩大街9号1号
住宅楼四单元二楼422室刘富强尖国
用 （2006） 第295 号土地使用证、房
屋所有权证声明遗失。
▲ 青海黄南州景美生态保护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发票号为03960972号青海
增值税普通发票声明遗失 （金额：
57159.22元，税额：1714.78元，价税
合计：58874.00元，一、二联）。
▲ 青海黄南州景美生态保护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发票号为03960968号青海
增值税普通发票声明遗失 （金额：
54437.35元，税额：2721.87元，价税
合计：57159.22元，一、二、三、四
联）。
▲ 尖扎县坎布拉镇直岗拉卡村索南
吉1人户口簿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本报讯 泽库县地处三江源自然保护

区，境内和日、王家、宁秀地区荒漠化土地

分布较大，是我州沙化比较严重的地区之

一，沙化土地红线内面积达20万亩。较严

重沙化面积达8.96万亩，八十年代至九十

年代初，泽库遵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

大力开垦草原变为耕地，种植油菜、青稞等

农作物，加之过度放牧，草原鼠害严重，天

然草场退化，致使地表裸露，草原荒漠化发

展速度加快。

“十二五”以来，历届党委、政府组织发

动全县人民坚持不懈的开展防沙治沙工

作，紧紧围绕“生态泽库”战略部署，以构建

沙区绿色生态屏障为重点，以改善生态、改

善民生为目标，依托国家林业生态建设，着

力推进防沙治沙工程建设。州政府出台了

《黄南州重大沙尘暴灾害应急预案》，禁止

在沙区进行开挖、采沙的措施，并加大防沙

治沙力度。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

理70.86万亩，其中：公益林、天保工程人工

造林0.355万亩，退耕还林种草4.39万亩，

退耕还林造林 0.1139万亩；新农村绿化 8
个，寺院绿化5个，乡镇城镇绿化5个，公路

绿化 18公里，封沙育草 8万亩，封山育林

22万亩，黑土滩治理种草23万亩，高原鼠

害防治 13万亩。重点流动沙化地外缘防

风固沙林带初步形成，沙化治理区生态状

况明显改善，风沙危害逐年减轻，有效遏制

了沙漠土地蔓延，基本实现从“沙进人退”

到“人进沙退”的转变，促进了泽库西部沙

漠地区经济健康发展。

泽库西部荒漠披绿衣

本报讯 6月17日至19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海北州海晏

县西海镇开展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黄南州消防救援支队

按照总队统一调度指令，赶赴现场参与救援。

此次演练内容假设在2019年6月17日5时52分36秒，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发生里氏6.9级地震，震中位于西海镇（纬度

36.56°，经度 100.55°），震源深度 15公里，造成附近建筑物损毁严

重，大量人员被困，情况十分危急。6月17日6时黄南州消防救援支

队接到总队跨区域地震增援命令，指挥中心快速响应，调集支队轻

型地震救援队，支队机关作战指挥组、政治工作组、战勤保障组、通

信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安全工作组及地方医护人员、结构专家、记

者等相关人员共9车63人赶赴灾区现场。

经过近7个半小时的长途行车，13时58分，支队跨区域地震轻

型救援到达指定地点，并按照总队现场指挥部要求将车辆停放在指

定位置。14时02分，现场指挥部对支队跨区域地震应急救援轻型

救援队的力量编成、携带器材装备以及72小时自我保障物资等进

行点验，并随机抽取部分人员进行器材装备操作。随后，现场指挥

部向黄南消防救援支队下达了徒步行进5公里的命令。领受徒步行

进的命令后，支队全体参战指战员随即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救援队

临时党委、组建三个党支部，同时对“党员先锋队”、“青年突击队”授

旗并配发胸牌等标识，激发全体指战员斗志。按照地震救援出动的

战斗编成，携带生命探测仪、破拆、起重、照明、通讯等10大类91种

3859件（套）救援器材和医疗、生活等保障物资徒步行进5公里赶往

“灾害现场”。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16时30分，全体指战员抵达

现场，之后并圆满完成了营区设置、

帐篷搭建等考核项目。

6月18日，经抽签决定黄南支队

演练科目为断崖垂直救援，演练人员

通过安全评估、锚点制作、制作绳桥、

绳索升降等方法完成了该科目。

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的黄南消防铁军精神，按照个

人职责分工，圆满完成了总队下

达的断崖垂直救援科目。

黄南消防救援支队圆满完成
全省跨区域地震拉练任务

组队在徒步赶往组队在徒步赶往““灾害灾害””现场现场 。。 康世平康世平 摄摄

本报讯 近日，尖扎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首次成功安装运行6台自助办税终端，延伸窗

口服务内容，实现“自助+人工”双服务。“自助

办税终端让涉税办理更方便，纳税人不用到窗

口排队就能办理增值税发票领购、申报认证等

业务，节省了纳税人时间成本。”办税服务厅工

作人员介绍道。

青海志达财税事务有限公司是辖区为数

不多的第三方涉税机构，有着广泛的涉税业务

范围，公司法人马志云在税务干部的辅导下完

成了增值税发票领购及认证业务。他轻松地

说道，“以前办税遇到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现

在有了自助办税终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为

税务点赞！”

为使自助办税设备得到进一步推广使用，

尖扎县税务局一方面加强对前台工作人员的

培训辅导，熟练掌握自助办税各项操作流程，

另一方面，实现“一对一”辅导，引导纳税人在

办税高峰期运用自助办税设备进行业务办理。

“网上办、马上办、移动办、自助办”，尖扎

县税务局全面推行办税方式自主化、多元化，

全力打造“网上办税+实体办税+移动办税+自
助办税”新模式，积极构建“互联网+税务”服务

新格局，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走“马路”，为

涉税办理更轻松。

“指尖办税”让涉税办理更轻松

本报讯 6月 11日，河南县黄河南蒙古历

史文化博物馆举行复制复原青铜制造类、地

图、诏书类历史文物档案交接仪式。

据悉，2018年底，县博物馆委托青海一格

文化有限公司实施，历时半年共复制复原历史

文物档案资料 95件，其中印章 60枚、诏书 4
幅、历史地界照29幅、历史地图1幅、历史简介

1幅，不光复原了河南县部分珍贵历史资料，

而且涵盖了清代、民国时期整个青海蒙古族二

十九旗历史档案，首次填补了青海馆藏蒙古族

历史文物档案的空白，为今后的研究青海蒙古

族历史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平台。

河南县博物馆举行复制复原历史文物档案交接仪式

本报讯 同仁县积极落实就业扶贫政策，

把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作为精准扶贫的

着力点，紧紧围绕“技能扶贫、转移就业、促进

增收”主题，充分发挥就业创业扶持作用，着力

在平台搭建、岗位开发、技能培训、资金扶持等

方面聚力用劲，以就业助力扶贫，以就业服务

扶贫，以就业实现脱贫，帮助贫困群众提升自

身“造血”功能。

“因户施法”促脱贫。以全县贫困人口为

基数，锁定贫困村、瞄准贫困户，按照“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的要求，逐一走访登记，建立农

牧区贫困人口就业扶贫工作台账，确保就业培

训和就业服务精准。结合贫困村特色主导产

业，围绕贫困劳动力培训需求，因村因户施策，

分产业、分项目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

集中力量开展精准扶贫农牧区劳动力技能培

训，做到因人施培、因产施培、因岗定培。

“授人以渔”挖穷根。依托农牧区劳动力

技能培训、雨露计划等项目，创新培训方式和

监管模式，选优配强培训机构，强化就业服务，

大力开展全员培训、精准培训、建档培训和持

续培训，全面提升贫困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在培训内容上，坚持“学什么教什么、需要什么

专业设置什么专业”的原则，并增设扶智扶志

课目，既“富口袋”更“富脑袋”，唱响勤劳致富

主旋律，凝聚内生动力精气神。在培训时间

上，本着“少占农忙、多用农闲”的原则，让群众

在自家门口学到脱贫致富的硬本领。在培训

方式上，采取“理论+模拟实践”方式开展，以双

语教学方式开展现场实地操作训练，让贫困村

劳动力切实掌握就业技能。截止目前，全县举

办手工艺品制作、中式烹调、建筑泥瓦工等实

用性技能培训 30期，培训各类人员 1500名，

其中贫困劳动力62名。

搭建平台促就业。扎实开展公共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以“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

营企业招聘周”等活动为载体，举办就业招聘

洽谈会，为贫困人口开通就业绿色通道，吸纳

贫困群体就近就地就业。截止4月底，全县共

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5场，提供省内外就业岗

位 4870余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283人。大

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开发保洁、保绿、护林等就

业扶贫公益性专岗，累计托底安置1723名贫

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全力抓好扶贫车间

建设，设立各类扶贫车间15个，通过培训、就

业等方式，提高贫困群众可持续脱贫能力。稳

步推进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积极对接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强与天津等地区域劳务

合作，制定鼓励农牧民劳务输出奖励办法，加

大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力度，今年截止

目前，实现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7850人次，

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240人（次）。

精准施策助创业。完善乡镇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建设，多渠道发布就业信息，提高就业

政策、就业信息的知晓率。建立基层创业服务

体系，提供均等创业指导和服务，加大对农牧

区劳动力创业培训和贷款帮扶，在创业培训、

项目推荐、开业指导、小额贷款等方面采取优

惠政策予以扶持，确保贫困对象享受优惠政

策，助推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目前共举

办创业培训班 1期，培训 50人。全面落实三

江源地区农牧民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补偿机

制政策，切实解决农牧民在技能培训、转移就

业和自主创业方面存在的困难。去年以来，共

落实三江源农牧民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2050
人、227万元，生活补贴356万元。为22名自

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首次创业补贴 4.4
万元，创业一次性奖励20人、20万元。

同仁县打好就业扶贫“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