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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年货市场年味浓
虎年年味渐浓，全民翘首以盼的2022

年春节越来越近了。同仁年货市场开始进
入旺销阶段，农贸市场以及各大超市一派
繁忙喜庆的景象，红彤彤的灯笼、喜庆的对
联和福字让文化园区步行街年味扑面而
来，中山市场内群众穿梭在牛羊肉铺、各色
瓜果蔬菜、糖果坚果、面点等各类摊位间，
生意格外红火，同仁各大超市、商场摆满了
琳琅满目的年货。群众正在为置办年货这
件大事忙碌着。

“我们的对联价格不贵，又显得喜庆，
销售量大，大家都十分喜欢。”摊主才让在
给顾客介绍商品时说，才让做摆摊生意已
经3年了，他分季销售各类应季商品，临近
春节他主要销售春联、福字、剪纸窗花、室
内挂件等商品。这几天购买对联、福字、灯
笼、虎年挂件的人比较多。每天才让很早
就摆摊，接待每一位前来采购年货的顾
客。“摆摊成本少，赚得多，我们家的生活靠
摆摊位过得越来越好了，争取明年开家自
己的店。”才让满面笑容地说。除了对联、
福字等，各式“花卉”也受到人们的喜爱。
李女士摊位前象征着福禄的麦穗被群众抢
购一空。“藏族群众喜欢将麦穗摆放在家
里，祈求新年五谷丰登，有新的收获。”花店
老板说，“一株麦穗10元，价格按量还可以
优惠。”

中山市场内，牛羊肉、各类面点归置整
齐。馍馍店老板介绍，每年春节来临前，他
们都会十分忙碌，小小的店内有5个人共
同制作各类面点，这样的小店在中山市场
内有很多家，他们形成了一个面点销售专
区，供顾客挑选。“你要的30把馓子？下午
过来取吧，我们给您炸好，是最新鲜的。”在
一家面点铺中，老板正在接预订电话。
2022年春节、藏历新年快到了，前来他们
店预定各类面点的顾客越来越多。很多人
喜欢把馓子等各类面点摆放在家中，迎接

新年的到来。为满足消
费者需求，面点铺对面还
有新鲜肉类售卖店，深受
群众喜爱的肉类价格适
中，肉店老板马先生表示
供不应求。

文化园区步行街内
是干果糖果、酥油奶渣、
水果面点等摆放区域，市
场内人山人海，叫卖声此
起彼伏。从头走到尾每
一位顾客都能买到需要
的各类糖果、坚果。“春节
期间，糖果、坚果是热销
货物，我们准备的足够大
家过年了。本地酥油，新
疆大枣、葡萄干，种类丰
富，几乎不缺货。”卖糖果
的摊主王先生介绍说，新
年将近的这段时间他们
的生意最好。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
群众采购年货的热情。
24 日，在一大超市内一
派热火朝天的采购景
象。正在录入商品价格
的陈先生介绍，“我们超
市参加了同仁市开展的

‘迎新春促消费’活动，自
从发放消费券以来，前来
购物的顾客越来越多了，超市内蔬菜瓜果、
家电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保证能让大家
红红火火过新年。”

“同仁市通过向全市范围内发放总价
值1035650元‘迎新春促消费’惠民消费券
2959张，保障全市公益性岗位、财政临聘
人员及城镇低保群体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活动聚焦消费重点，突出家电、蔬果、

肉类等带动性强的消费品，突出地方年货
特产等节日消费品，组织9家商家开展让
利促销活动。”市工信局干部豆亚兰说道。

春节将近，同仁市到处一派迎春纳福
景象，各类年货的买卖吆喝声交织在一起，
烟火气息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人们在购
买年货的忙碌中，感受着新年的喜庆。

本报讯 近日，农民工黄先生和企业负责
人彭先生来到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向仲裁
院工作人员分别赠送“民工的家人，维权的卫
士”“为企业排忧解难，廉明高效皆楷模”字
样锦旗，对其依法维护双方合法权益表示衷心
感谢。至此，申请人长达两年的工伤纠纷得以
妥善解决。

此案在尖扎县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多次调
解未果情况下，于2022年1月14日向州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请。春节来临之
际，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了让农民工尽早
拿到赔偿金、安安心心回家过年，及时与尖扎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联动，依法组成仲
裁庭，认真了解和梳理案情，摸清双方诉求底
线，向双方当事人耐心、详细分析各方得失，
寻找双方利益平衡点，因势利导，最终得以妥
善解决，成功调解。

调解成功后，农民工、企业负责人与调解
人员连连握手表示感谢，纷纷说道：“你们努
力解决了我们的纠纷，让我们的利益得到了保
障。”

妥善调解争议
安心回家过年

“姐妹们，像这种窗户缝隙的灰尘，我们
要用湿海绵来擦。先把海绵从中间划一个
口子，不要划断，从一个方向擦，不要来回
擦。”1月18日，刚刚结束为期一个月家政培
训的拉吉和姐妹们准备在马克唐镇政府实
操上岗。上岗前马克唐镇政府特意从西宁
请来了专业老师再一次为她们开展岗前
培训。

简短却又干货满满的培训很快就结束
了，来自青海安乔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姐妹
们，挽起长发，系好围裙，戴上手套，提起各
自的小桶，两个或三个人为一组开始了一天
的保洁工作。

“家政工作”这个词以前好多村民连听
都没听过。2021年12月，为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尖扎县马克唐镇马克唐村全力打造“党建+
家政服务”新品牌，实现村集体经济由“输血
型”向“造血型”转变，让村民普遍掌握“一技
之长”增收致富。

马克唐村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有着丰
富的成功经验，马克唐村创办的建材市场，
每户村民每年的分红能达到8000元。正因
为如此，马克唐村“两委”大胆尝试新产业，
瞄准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将“家政兴农”作
为产业振兴的新路子。在尖扎县委、县政府
协调下，通过家政服务专场培训，提升群众
技能水平。2021年12月，拿出集体经济收
益中的10万元创办了全州首家专业家政公
司——青海安乔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主营家
庭保洁、月嫂、保姆及相关技能培训等，拉吉
就是第一批员工。

“这是我第二次来，还不太熟练，花的时
间比较长，我喜欢这个挣钱轻松的工作。”第
一次去机关单位擦玻璃时，拉吉可不认为这
是一份可以挣钱的工作。她记得在公司成

立之初，马克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才桑加就动员她们参加镇上举办的家政培
训班，看着专业老师一步一步讲解家庭保洁
的程序和技巧，拉吉很是排斥，性格腼腆的
她认为谁家没事干会花钱找人打扫卫生？

“我们的村民大多对家政服务还是有很
大的怀疑，不认为干家务活就可以挣到钱，
前前后后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说起
公司创立之初的困难，才桑加叹了口长气。

得知村里创办了家政公司，当过包工
头，有着管理经验的更藏，放下手头的活，来
帮助村“两委”管理公司。“我们村里很多妇
女没有外出打工的能力，也没有一技之长，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村里成立家政公司提
供就业岗位，让她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改
变现状。”谈及来公司的初衷，更藏的脸上露
出一丝柔情。

家政工作时间自由灵活，行业门槛较
低，技能简单易学，村民出得来、留得住、干
得好，能带动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就业困
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
相对而言，家政服务对很
多家庭主妇来说也是低
投入、高回报的工作。

如今，这家尖扎县唯
一的家政公司已经打开
了全县市场，采访当天才
桑加的预约电话响个不
停。“这几天已经预约了
20多家，有机关单位，也
有普通老百姓家。我们
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人
少活多，希望周边村子的
妇女们也加入进来。”

才桑加说：“虽然我
们还在起步阶段，只是为
员工们购买了保洁工具

和意外保险，但是安全问题我们一直在强
调。大多都是‘游击队’，不过今后我们会有
专业的客服团队、保洁团队，还会有月嫂、保
姆等，会为员工购买统一的工服和保险，公
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也会越来越健全。”

“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不仅让
家政服务成为农村妇女实现就近增收的一
条重要途径，也更好地满足了城市的家政服
务需求，一举多得。”马克唐镇副镇长马
琼说。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拉吉领到了322元
工钱。她笑着对才桑加书记说：“阿巴罗罗，
明天我还要去，我还要挣钱。”说完大家都开
起了她的玩笑，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从马克唐
村“两委”办公室传出来。

家政行业是朝阳行业，也是民生工程，要
让农民手握有奔头的产业，才能促进乡村振
兴有序发展。无疑，尖扎县走出了“家政兴
农”的特色路子，也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
心桥。

尖扎走出“家政兴农”特色新路子

本报讯“我们检查了多禾茂乡政府办公
楼和宿舍楼的配电箱及用电设备，一切正常。
如果遇到用电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近日，国网青海电力（泽库）三江源共产党员服
务队的4名工作人员对多禾茂乡政府和西卜
沙乡政府机关安全用电进行全面“体检”。

在此次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活动中，党员服
务队分组对政府机关的供电线路、配电室、供
电电源安全性能进行认真仔细地检查，尤其是
办公室、会议室、食堂等各处插座、漏电保护
器、供电线路设备，并测量了负荷较大设备的
电流电压，详细检查导线绝缘是否完好，连接
处是否有发热现象等，并将检查情况记录，确
保不落一处、不留死角，力求将用电隐患扼杀
在摇篮。

据了解，此次安全用电检查只是泽库公司
开展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一个缩影，今后，该
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将常态化开展电力上门
问诊，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确保牧民群
众过一个安全祥和年。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为当地安全健康发展奉献电力力量。

全面“体检”安全用电

本报讯 日前，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
非遗保护协会承办的“全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培训班”在西宁圆满结束。

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条例》，强化传承人队伍建设，增强传承人履
职尽责能力和道德素养，巩固保护成果，推动
全省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保护传
承弘扬好青海特色地域文化，推动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助力打造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做出应有贡献。本次培训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要求，分三期开展，实现了现有307名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全员轮训一遍的目标任务，达
到了预期培训目的。

参训学员一致认为，此次培训层次高，目
标明确，内容丰富，加强了传承人队伍的法律
政策、业务能力，增强了非遗传承人的责任担
当，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提振了文化自
信，增强了文化自觉，提升了非遗传承的实践
能力。纷纷表示，要全面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
综合素质，更加努力地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
作，为我省非遗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省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培训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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