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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现在迁户口这么顺利，
真是太谢谢了！”尖扎县坎布拉镇俄
家台社区王阿姨拿到“新鲜出炉”的
证件，长舒一口气，激动地感谢坎布
拉镇派出所户籍民警解决了她的燃
眉之急。

原来，王阿姨的外孙女是外省
户籍，由于其父母离异，给孩子上
学、就医带来了不少麻烦。按照以
往的户籍管理规定，居民迁移户口
需回原籍地办理，这让年老不识字
的王阿姨犯了难。坎布拉镇派出
所户籍民警了解到王阿姨的诉求
后，向王阿姨普及了最新政策——
迁入人员信息无误可选择“跨省通
办”，不用返回原籍地。当天下午，
民警就与户籍地派出所取得了联
系，再次确认信息无误后，按照“跨
省通办”业务流程，为老人的外孙
女办结了户口迁入手续。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黄
南州公安局牢牢把握“学思想、强
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把办
实事、解民忧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动
回应群众对户籍业务服务新要求新
期待，全力推动高频户政业务“跨省
通办”，努力解决“多跑路”“折返
跑”难题，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果检验主题
教育成效。

据介绍，在前期试点运行的基础上，黄南

州公安局全面启动新生儿入户、户籍类证明、
户口迁移、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申领临时身
份证、无犯罪证明等户政业务“跨省通办”工

作。在同仁市务工的罗先生不慎遗失了身份
证，但因户口在外地，故迟迟未能办理。在得
知可“跨省通办”的消息后，便来到黄南州政

务服务大厅户籍窗口补办了身份
证，在户籍民警的指引下，罗先生的
业务仅十分钟就办理完结。“一扇门
办两地事，太省心了，真正解决了我
的燃眉之急。不用来回跑路，在本
地就能办理，既省时又省钱。现在
办理业务真的太方便了！”罗先生激
动地说。户籍民警韩警官表示，以往
办理新生儿入户、户籍类证明、户口
迁移等业务，群众需回到户籍地派出
所进行办理，开通户政业务“跨省通
办”以后，在同仁地区稳定就业、就
学、居住的居民，均可就近办理。

“警官，我母亲瘫痪在床，办理
低保需要身份证，身份证丢了怎么
办？”“别着急，我们上门去办理。”

“同志，我户籍在外省，户口本、身
份证都丢失了，没办法回老家迁移
户口，怎么办？”“不用着急，我们
为您‘跨省通办’……”黄南公安从
根本上解决了群众的此类困扰。
黄南州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韩辉表示：“民之所需，行之所
至。我们坚持想办法、做决策、干
工作都从群众利益出发，着力解决
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无
处办’、特殊群体‘不便办’等问
题，逐步实现预约服务、延时服

务、错时服务、上门服务，最大限度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泽库：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文图／本报记者 马芝芬

泽库，系藏语译音，意为“山间盆地”。青
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40%、2683平方公里，2022年，成功入选第六
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农牧业是全县
主导产业，可利用草场973.3万亩，人均占有
草场125亩，畜均草场18.44亩。2022年，入
选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县。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泽库县聚焦主题教
育目标任务要求，在省委主题教育办公室主
要领导联点指导下，按照“生态富民、有机强
县”主基调和“四个新泽库”总体目标，立足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重点突破生态
保护、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全年目标任务，
以扎实举措推动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
发展成效。

夯实生态富民主基调

泽曲是黄河上游支流，流经泽库县、河南
县后汇入黄河。

泽库县境内有麦秀国家森林公园、泽曲
国家湿地公园、措日更国家湿地公园、和日国
家沙漠公园等国家级公园 4个，湿地面积
433.34平方公里。泽曲湿地更是入选国家重
要湿地名录，泽库县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对此，泽库县坚持以学促干提质增效，把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推动发展的
有力举措，积极开展扬尘综合治理、垃圾禁烧
等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行动；对黄河流域隆务
河（支流）岸线距离河床100米范围内的生态
环境问题进行了排查，针对麦秀镇龙藏村上
下庄隆务河支流岸线修建户厕污水直排问
题，严格督导执法，已向麦秀镇人民政府反馈
交办，倒逼岸上污染治理，确保排查整治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

据统计，2022年泽库县积极推进生态项
目建设，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累
计完成防沙治沙2.90万亩、封山育林43.1万
亩、黑土滩综合治理166.36万亩、湿地保护
56.51万亩。

“我们以‘高天圣境·生态泽库’为目标，
以保护生态草木平衡为主线，扎实推进草原
生态保护工作。随着草原生态建设工程的实
施，我们的草原生态已逐步恢复。”泽库县自
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才吾说。

生态优先，绿水青山共为邻；植绿护绿，
秀美泽库入画来。

经过多年的生态保护，如今的泽库，空气
质量、水环境质量逐步提升，土壤环境质量保
持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天蓝、山绿、水清的新泽库阔步走来。

激发有机强县新动能

作为青南牧区第三人口大县，如何立足
泽库区位优势，激发有机强县新动能，就要看
怎么用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的“金钥匙”！

饲草料供应短缺，牦牛养殖处于“夏壮、
秋肥、冬瘦”的尴尬状态；全县农畜产品加工
转化率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不充分，龙头
企业少……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调研组带领
县农牧部门先后走遍全县9个乡镇、26个乡
村振兴重点村和其他一些行政村，进一步了
解全县生态畜牧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经营
等情况，对全县生态畜牧业发展状况、主要做
法经验、存在问题困难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
刻的认识。

近年来，泽库县积极探索草地经济发展
模式，通过集约化经营，改变以往一家一户分
散、传统的养殖模式，对拉格日村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实施股份制改造，带动全村184户实
现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牧民变股民的转
变。目前，通过牲畜和草地折价入股，全村牧
户入社率达到100%。

同时，推广良种繁育、科学高效养殖技
术，通过划区轮牧、分群饲养、种草养畜等举
措，改变过去牲畜“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
恶性循环，实现一年四季有序出栏，提高了经
济收益，有效解决牧民惜杀禁售的难题。

如今，泽库成为全国牦牛藏羊调出大县，

形成了一批产品质量优、竞争实力强和市场
知名度高的品牌农畜产品。8.59万亩饲草基
地获得国家有机认证，泽库县成为青海最大
的有机饲草基地。调研组表示，保持草畜平
衡，构建现代有机饲草产业体系十分必要。

对此，泽库县通过实施草原奖补政策，
推进草原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草畜平衡，
加快县域西部地区有机饲草种植基地建
设。同时，高标准编制《泽库县现代饲草产
业发展规划》，为泽库牦牛、泽库羊产业提供
了优质、绿色饲草料，提高了牛羊生产的草
畜配套能力。

近年来，泽库县以发展生态畜牧业为主
线、园区建设为平台、半舍饲高效养殖为抓
手、合作社经营为支点、产业扶持为支撑，不
断加大项目扶持和招商引资力度，推进合作
社规范化建设，强化“三品一标”品牌建设和
宣传力度，努力培育特色品牌产业，打通农企
利益联结关键环节，持续激发有机强县新动
能，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打造群众幸福指数新高度

泽库县城地处高寒牧区，城镇人口少、城
区面积小、城镇边界模糊。近年来，泽库县乡
（镇）两级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抓住
黄南州成立70周年有利时机，下大力气解决
城市发展中的顽疾痼瘴、疑难杂症，城镇面貌
一改往日破旧形象，城镇治理水平有了跨越
式提高。

下基层做调研，察的是民情民意、研究的
是具体问题。调研发现：泽库县城镇治理既
因小而有“船小好掉头”易建易管的治理优
势，也因城镇化发展十分迅速而存在管理“软
件”跟不上发展的劣势。

泽库县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全面摸清并
分析城镇空间的本底条件，抓好城镇空间规
划，强化城镇管理制度设计。从加大城镇投
入力度、加强城区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提升
民生工程入手，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
福祉。

下基层要切实解决问题，真正直抵民
心。从全面清理规划区内违章建筑和“脏乱
差”现象，到解决城镇建筑风貌中的短板和顽
疾；从持续深化全域无垃圾示范县创建，到

“白色污染”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从创建“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泽曲镇至泽雄完小公路建成
通车，多优三级公路开工建设，完成132.5公
里农村公路建设，到构建“两纵四横十联通”
路网骨架……全面推进“小微”城市治理调
研，是泽库县以群众“幸福指数”检验主题教
育“实干效度”的生动实践。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泽库县坚持把学习推广“四下基
层”作为重要抓手，以上率下结合实际，扎实
开展“进百家门、访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
心”走访活动，把全县64个行政村、10个社区
纳入走访网格，实现工作全覆盖。

“阿爸，拿好身份证，看我的手机，眨眨
眼，摇摇头。”在泽库县社保局工作人员帮助
下，不到两分钟，和日镇尕叶合村一位行动不
便的老人完成了社保资格认证；

一面写着“为民讨薪办实事 劳动权益守
保障”的锦旗，送到了泽库县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监察员多杰仁青手中，几名务工人员以此
表达多杰仁青在解决劳动纠纷时尽职尽责、
公正为民的情谊；

泽曲镇夏德日村村民卓玛措在家人的搀
扶下到辖区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看到老人行
动不便，派出所民警待证件办好后，上门送到
卓玛措家里；

……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泽库县坚持民意导

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生态保护、产业
发展、民生实事等重点领域，找准“小切口”，
引导党员、干部回应群众需求、推动解决问
题，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以主题教育新成
效推动泽库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