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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 （记者 郭慧霞）今年
以来，临夏市把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作
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主引擎”，着力在工作效能提升、重
点任务落实、发展指标进位上下功
夫，为加快实现打造魅力花都、建设
公园城市奋斗目标增添强大动能。

该市以项目为重引领发展、促进
转型，督促各项目责任单位主要领导
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项目负责人
蹲点抓，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联动的
强大合力，加快项目落地、早日见效。
科学谋划了总投资730亿元的年度重
点项目295个。目前，争取到中央预算
内项目12个、下达资金2.1亿元，地方
政府债券项目 9个、安排额度 5.19亿
元。44个新建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开
工率为100%，完成投资10.54亿元；82
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建设，复工率为
100%，当年完成投资 43.36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 187.08亿元，马家庄棚户区
改造和河州华府等12个项目已建成投
入使用；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工
作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提前介入、靠

前服务，有效缩减建设周期。严格落
实“日巡查、周通报、周调度、月推进”
制度，督促各项目单位加大攻坚推进
力度，加快工程实施进度，确保重大项
目提速增效。目前，共发布项目动态6
期、督查通报32期；以一流环境吸引投
资，制定出台“一窗通办”套餐大礼包，
开设“企业开办专区”，严格落实“帮办
代办加包办”机制，全面推行“容缺受
理”“不来即享”和“两轻一免”柔性执
法，为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人才引进、
政策落实提供全链条、全流程、全生命
周期的“一站式”服务。目前，已帮办
代办事项 56件。在市政务大厅设立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目前，已办理各
类反映问题31件；组织人员赴东部发
达地区开展对接考察和招商引资活
动，积极主动洽谈合作。目前，已签约
项目21个、签约额56.6亿元，今年新建
项目到位资金 8.08 亿元、累计到位
32.61亿元。

项目铸就辉煌项目铸就辉煌

临夏市以务实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社厅、省公安厅四部
门下发《关于开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自
2023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在全省联合开展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的对象是经排查或举报投诉发现存在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及有关人员，目的是通过打击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违法行为，在全社会形成“不能欠、不敢欠、不愿欠”的自觉
守法意识，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行动中，我省人社、公安、检
察、法院等多部门联合，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各级人社部门依
法在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以及查处过程中，发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
机关移送。同时对用人单位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达到认定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将该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等有
关责任人员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坚决严格
依规做到应列尽列。

此外，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相关部门移送的以及
公安机关直接接报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线索，及时受
理审查并作出决定，切实发挥刑法对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
为的威慑作用；各级检察院将做好立案监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相关工作，会同人社部门对重大疑难案件、属地人社部门不依法向
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属地公安机关不依法立案
侦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问题进行挂牌督办；各级人民法院
将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及时受理、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
罪案件，不断加大案件执行力度，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拒不履行拖
欠农民工工资生效裁判的欠薪被执行人要依法强制执行，依法及
时受理、审理各类拖欠劳动报酬纠纷，对其中构成犯罪的，坚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每日甘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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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日报临夏讯 （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 王虎）今年以来，临夏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巩固农业基础、
积极促进工业生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全州经济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稳步提
质的发展态势。前三季度，临夏州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306.3 亿元、同比增长

7.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4.5亿元、
增长 5.3%；第二产业增加值 57.5亿元、增
长 15.8%；第三产业增加值 194.3亿元、增
长5.2%。

前三季度，临夏州农业经济稳步增
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9.8亿元、同
比增长 6.7%。全州蔬菜种植面积 23.2万
亩，大牲畜存栏 45.1 万头，其中牛存栏

42.8万头、出栏12.7万头；羊存栏214.4万
只、出栏156.8万只。同时，项目投资高速
增长，临夏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3.4%。分领域看，项目投资增长 47.1%，
房地产投资增长36.0%。

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前三季度，临夏
州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2.9亿元、同
比增长 12.3%。全州共接待游客 253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4.2%，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121.9亿元、同比增长 284.9%，其中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068.5万人次、实现收
入35.9亿元。

临夏州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连日来，
东乡县组织县级包乡领导、“大村长”、
乡镇干部、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村
社干部，深入全县 193个行政村、15个
社区农户家中，开展“千名干部进百村
入万户”行动。重点走访三类监测户、
脱贫户、特困供养户、一二类低保户和
重度残疾人户，全面掌握基层情况、群
众冷暖，帮助解难纾困，用真情架起干

群之间的“连心桥”，用实干绘好齐心协
力的“同心圆”。

“敲千家门”，不漏一户全覆盖。坚
持把起底摸排、全面走访作为掌握群众
诉求、了解工作进展、把握工作节奏的关
键举措，通过“敲千家门”进行“十问”“十
查”，全面了解政策落实、生产生活、温暖
过冬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和诉求。

“晓千家情”，掌握实情知冷暖。带

着“晓千家情”的初衷，逐户排查农户医
疗、教育、住房“三保障”方面存在的问
题，列出清单，逐项销号清零，对暂时无
法解决的困难问题及时报乡镇和行业部
门，尽快协调落实各项帮扶措施。入户
走访过程中，帮助群众梳理发展养殖、种
植、劳务方面的思路，共同探讨商定持续
增收的措施。

“解千家愁”，关乎群众无小事。树牢

“群众无小事”的思想，主动与走访群众面
对面谈心，了解群众当前最关注、最期望
的需求，把温暖过冬、就医用药、子女上
学、稳定增收等作为走访纾困的重点，细
心记录、积极协调，特别是对残疾户、五保
户、孤儿等特殊群体，结合“结对帮扶·爱
心甘肃”工程，拉家常、常联络，付出真情
关爱，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金秋十
月的广河县旷野绚烂，红叶、白云、绿树、
山峦、村庄在秋光下温暖柔和，相映成
趣，仿佛得到秋天特别的眷顾。

为扎实开展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近日，州融媒体中心组织部分采编人
员先后到广河县齐家文化博物馆、齐家
骨雕工作室、李家河村乡村振兴示范村、
齐家坪遗址、康家易地搬迁安置区牛羊
养殖产业园、正清电商公司、广河牛羊肉
品牌运营中心等地开展新闻调研采访采
风活动。

甘肃人对于齐家文化并不陌生，自

发现以来，有关该文化的来源、去向、年
代、分布以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
诸多问题，在学术界都曾有过热烈讨论，
甚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齐家坪遗
址中出土的“中华第一镜”把我国制铜技
术实践推到了 4000年前的夏代。遗址
中出土了玉斧、玉铲、玉琮等玉器，甚至
还发现了贝壳制成的饰品。之所以能够
发现这些文物，正是因为自古以来，临
夏就是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唐蕃古道
必经之地，而齐家文化对早期“丝绸之
路”的开拓起了奠基者的作用，充当了
中转站和桥头堡的角色，在东西方文化
交流、商贸流通中的影响极其深远。所
以说齐家文化故里，就是中华民族商贸
流通的起源地，是中国商人走南闯北的
出发地。

“作为一名报纸编辑，很少能在这
样好的天气，这样美的秋景下，近距离
接触到我们经常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
内容，尤其是我们经常在文化版上刊登
的齐家文化博物馆“中华第一镜”、齐
家玉器等，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让我真
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古人的智
慧。”州融媒体中心报纸编辑马莉莉感
慨地说。

走进广河县城关镇李家河村，扑入
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房屋、干净整洁的
道路、主题鲜明的文化广场……一股浓
浓的文化气息与乡土情怀扑面而来。
作为广河县接续脱贫攻坚后着力打造
的省级乡村建设示范村，李家河村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主线，做强乡村特色产
业、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发展生态休闲

旅游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农助旅、以
旅兴农的和美乡村新路子。

泡一壶沁人心脾的香茗，品几道农
家特色美食，秋日的李家河村人来人
往。“真没想到能在小村庄里欣赏到这么
美的秋景。”州融媒体中心采编人员纷纷
赞许。这些赞许，反映了广河县结合县
情实际和优势特色，抢抓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机遇，全方位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成果。“我日常的工作都在演播
室、话筒前进行，而今天，这些平日里所
播的新闻、所要表达的内容都鲜活地呈
现在眼前，新时代农村之美、产业之旺、
民生之兴，让我感触很深，在以后的工作
中我将更有感情地去播送每一条更有温
度的新闻。”州融媒体中心广播部播音员
戴甲媛说。

康家易地搬迁安置区牛羊养殖产业
园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山区贫困群众的生
活面貌，但对于善养殖、爱养殖的群众而
言，搬出大山进了城，住上小区楼房虽是
好事，可是牛羊去哪儿养成了问题。

（转2版）

探寻齐家故里的每一面、每一刻
——州融媒体中心采编业务骨干赴广河县开展新闻调研采访采风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马瑞鹏

东乡县开展“千名干部进百村入万户”行动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近日，
第十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州落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80 支代表队、
265 名选手同台竞技，为公众呈现了
一场集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

一体的科普饕餮盛宴。我州选拔推
荐的选手刘晋博代表甘肃省参赛，凭
借精彩的讲解，荣获全国三等奖，这
也是我省在历届比赛中获得的最好
成绩。

据了解，第十届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以“热爱科学，崇尚科学”为主题，
从 1000 多场比赛、4 万多名选手中遴
选出 265 名选手参加全国比赛，参赛
选手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是目前全国范围最广、水平
最高、代表性最强、最具权威性的科
普讲解比赛。大赛由科技部主办，旨
在面向全社会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展
示科技成就、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
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良好的
创新文化氛围，树立热爱科学、崇尚
科学的社会风尚。

我州选手在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本报讯 （记者 马正兰 通讯
员 马磊）连日来，和政县电商企业
铆足干劲，提前安排筹划，备足备齐
货源，推出优惠促销活动，全力以赴
迎战“双 11”。截至 12日凌晨，该县
双创孵化园电商销售订单突破 28
万，实时交易额突破 2270万元，创历
史新高。

据悉，此次“双11”筹备活动从10
月 25日开始，在此期间，园区各入驻
企业运营部、设计部、仓储部积极发
力，并为这些企业衔接了最为优惠便
捷的物流，今年除了在传统的天猫、
京东平台直播带货，在抖音、快手等
视频直播新平台上带货的商家也增
量明显，基本上每天都在 3000 单以

上，主要销售临夏牛羊肉、羊肚菌、赤
松茸、花椒籽、苦豆粉和姜黄等一系
列本地农特产品。与此同时，和政县
融媒中心充分发挥媒体服务职能，选
派主播和园区主播们一起宣传推介
本地农特产品，其中，临夏牛羊肉、姜
黄及辣椒等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通
过线上渠道购买的产品总额占销售
总额的60%。

和政县双创孵化园是以打造“两
个中心、两个基地、两个平台、两个市
场”为基础的创业就业综合服务体
系，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积极搭
建专业化的电商服务体系，为打通和
政农特产品流通堵点发挥了极大作
用。目前，园内已入驻企业36家。

这是11月12日拍摄

的临夏县营滩乡雪景。

当日，受冷空气影

响，我州多地迎来今年

入冬后的首场降雪。

本报记者

史有东 摄

临夏迎来初冬第一场降雪

11月11日，临夏又上央视啦！CCTV-2《欢乐大猜想》栏目，深度
探访临夏！（下）

“双11”和政县电商销售额突破2270万元

最可靠的主心骨，最可爱的人民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一天之内，横跨两省市，七处考
察点。

冒着严寒，早出晚归，马不停蹄。
从农村、社区，到校园、商铺，从田

间地头，到河坝大堤，中午就在车上短
暂休息……为了更多地了解灾后恢复
重建情况，为了更多地同受灾群众面对
面交流。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关注着灾情，
指导着救灾工作，心里一直惦念着受灾
地区和受灾群众。我当时就说，灾后恢
复重建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
看看。”

“特别是到了冬天，老百姓能不能

安全温暖过冬？还有什么生活困难？”
11月 10日，立冬后第二天。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门
头沟区、保定涿州市，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如约”而至，正因“时时放心不
下”。

依然记得，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
5个月后，大寒节气前一天，总书记一路
颠簸来到震中峡谷。

依然记得，2020年安徽汛情严重。
1个月后，顶着似火骄阳，亲临八百里巢
湖大堤。

依然记得，2021年山西罕见暴雨。

3个月后，农历小年刚过，沿着蜿蜒山
路，冒雪来到汾河两岸。

风雨袭来，谁是最可靠的主心骨？
谁是真的英雄？

此次考察期间，在妙峰山民族学
校，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一堂孩子们
的主题班会。孩子们用黏土捏出自己
心中“最可爱的人”：满身泥水的解放
军叔叔，早出晚归的救援叔叔，忙得脚
不沾地的村干部，穿着白大褂的医护
人员……

烈火见真金，患难见真情。抗洪
救灾的现实，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大思
政课”。 （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