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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麒）去年以来，
临夏市把全面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作为首要任
务和头等大事，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落
实，助推驻村帮扶工作提质增效。

规范管理，制度落实到位。从严从
细落实“三个一”驻村管理制度，县、镇两
级驻村帮扶工作总队长每月固定召开例

会，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制定年度培训计
划，内容涵盖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
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确
保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完善机制，责任落实到位。落实由
市委副书记担任全市驻村帮扶工作队总
队长、镇党委书记牵头抓总、镇总队长监

督管理、村“两委”班子紧密合作的四级
监督管理模式，从驻村工作“周例会、月
调度、季回访、年考核”着手，监督干部严
格履行工作职责，快速形成工作合力。

注重成效，作用发挥到位。全面
助力“两费”收缴工作，利用微信群、
朋友圈及入户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
传“两费”收缴标准、报销比例等政

策，采用“上门收缴”“零距离”服务方
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充
分发挥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协助做好
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持续做好防返贫
监测工作，去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均
达到 15 万元，年经营性收入 5 万元以
上的村达 85%。

临夏市“三个到位”推动驻村帮扶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讯 （记者 马博文）1月 19日，州委副书记、州长
何东主持召开济南厦门在临企业家座谈会，共商地企合作，
共谋发展愿景。州委常委、副州长张朝俊，副州长张自贤，
州政协副主席、州乡村振兴局局长张卓参加会议。

会上，通报了全州东西部协作工作和济南厦门在临企
业生产运营情况，与会人员和企业家代表逐一作了发言，大
家谈意见、说感受、谋发展、话未来。

何东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和问题诉求一一作了回
应，并对济南、厦门在临企业多年来对临夏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向大家表示
诚挚慰问。他指出，在东西部协作政策的牵引下，广大济
南、厦门企业家积极响应号召，来临投资创业，全身心投入
临夏的乡村振兴和改革发展事业中，企业招引成果不断扩
大，产业合作机制日趋完善，抗震救灾展现企业大爱，体现
了“济南担当”和“厦门情怀”。希望两地企业家继续发扬创
新创业、扎根奋斗的精神，在临夏强劲发展大势中坚定发展
预期、增强创业信心，在临夏产业培育大计中寻求合作商
机、谋求更大作为，在临夏灾后重建大局中展现企业担当、
积极投资兴业，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实现企业与地方的共
赢发展。

何东强调，济南厦门在临企业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成
果，是两地长远合作的重要载体。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倍加
呵护、用心服务、倾力扶持，认真落实各项助企惠企利企优
惠政策和“一企一策”扶持措施，发挥好济临企业家合作交
流云平台作用，完善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制度和在临鲁企厦
企对接服务机制，用情用力解决困难问题，努力让企业在临
夏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州政府秘书长马福俊，州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济南、
厦门在临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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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寒冬时节，记者走进临夏县易地搬迁
后续产业园日光温室大棚，棚内暖意浓
浓，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的西葫
芦、蘑菇迎来丰收，争“鲜”上市，工人们忙
着采摘、套袋、打包装箱，一派丰收景象。

进入西葫芦大棚，只见绿油油的叶
片下，爬满一个个鲜嫩的西葫芦。种植

户贾怀梅边采摘边告诉记者：“我种了 2
棚西葫芦，一天一个棚大概采摘 150斤，
为了西葫芦不被擦伤，专门套袋拉运到
菜贩那里卖掉，一斤能卖2元。”

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大棚内，平菇也
进入丰产期。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工
人们忙着采摘，一会功夫，菜筐就被装得
满满的。

平菇种植户王有全表示，大棚种植
蘑菇不受季节限制，生长速度快、周期

短，经济效益明显，今年，他种了 3个大
棚，一个棚平均一天能摘 600斤蘑菇、一
年能挣近3万元。

临夏县日光温室蔬菜大棚采用“一
棚多季、一年多收”“轮作”模式，夏天种
植西红柿、黄瓜，冬天种植西葫芦、辣椒、
草莓，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既实现各
类瓜果蔬菜一年四季循环种植，又带动
附近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收入。

如今，临夏县因地制宜，大力推广种

植优质特色农产品，通过政策扶持和示
范带动，全县成功打造了果蔬设施大棚
2234余座，这不仅为当地群众开辟了一
条规模化、特色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发
展之路，也使日光温室大棚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一把“金钥匙”。

临夏县：大棚蔬菜争“鲜”上市
本报记者 王伟如 通讯员 赵静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1月 18
日，黄河三峡第七届冰雪节暨大众滑
雪比赛在永靖县抱龙山凤凰岭滑雪场
开赛，来自省内外的 112名滑雪爱好
者上演了巅峰竞速，享受着冰雪运动
的乐趣。

本次比赛设有男子单板回转、男
子双板回转、女子单板回转、女子双板
回转四个项目。随着比赛开始，选手

们脚踏雪板，顺着竞速赛道出发，他们
在赛道上灵活穿梭，不停变换着动作，
上演着雪上的速度与激情。

除了竞技比赛，举办方还设置了
大众滑雪培训、滑雪冬令营等项目，受
到了冰雪运动爱好者欢迎。

本次赛事由临夏州体育局、永靖
县人民政府主办,永靖县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临夏州冰雪运动协会承办。

黄河三峡第七届冰雪节暨大众滑雪赛开赛

本报讯 （记者 赵好飞）近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临夏州2023年
公共资源交易完成项目1452个，交易
额达 244.68亿元，在全省 14个市州中
排名第一，这也是我州公共资源交易
总额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据了解，交易项目涵盖了市政、房
建、交通、水利、农业、林业、综合及灾
害修复等工程建设类，土地产权、矿业
权等产权交易类及政府采购类。工程
建设类项目完成 570 个，交易额
197.67亿元，分别占总交易数和交易
额的39.26%、80.79%；政府采购类项目
786 个 、交 易 额 30.23 亿 元 ，占 比
54.13%、12.36%；土地矿产及产权类交
易项目 96个、16.82亿元，占比 6.61%、
6.87%。其中，成交亿元以上工程项目
35个，交易额 103.9亿元，主要集中在
市政、房建等行业领域。

过去一年，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立足公共服务平台职能，按照“优化营
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安排部署，结
合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
建设任务，围绕压缩各环节办理时限，
坚持全天候交易不间断，靠前服务及
时提醒督办，推动交易服务降费，加
大交易信息公开力度，加强评标评审
专家管理等内容，全力优化平台服务
职能和营商环境，为项目尽快落地实
施奠定了基础。同时，全面完成了对
临夏州交易平台、数据标准、服务流
程标准的升级改造。截至去年 12
月，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
网”全面上线运行，州交易平台已形成
了“交易数据一网共享”“交易事项一
网通办”“交易服务一网集成”“交易监
管一网协同”的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
张网”新格局。

2023年全州公共资源交易总额位居全省各市州第一

2023年 12月 18日 23时 59分发
生的一场地震，让积石山县成了全
国人民心之所牵、情之所系的地
方。这一刻，人们把目光聚焦在满
目疮痍的地震灾区。

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
搜救，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尽最大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
强总理作出批示并在抗震救灾最关
键的时候到现场检查指导，蔡奇等中
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张国清副总理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 19日凌晨赶赴灾区一线全程
调度指挥，组织州县和省级相关部门
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各类救援力
量紧急驰援灾区，打响了一场与时间
和生命赛跑的抗震救灾攻坚战。

3 小时内中断受阻道路全部抢
通，15个小时完成了全面搜救，17个
小时内受损配电线路全部抢通，18
个小时内通信基站全部恢复正常，
32小时内供水供气全面保障到位，8

天搭建完成达到“五通”要求的过渡
安置房 14881 间，安置受灾群众
59236人……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
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积石山全面
打赢了抢险救人、转移安置、保通保
畅、板房筹建、秩序恢复“五场硬仗”，
创造了抗震救灾的“中国速度”。

如今，受灾群众已搬入“新居”。
他们的房间是否暖和？物资是否充
足？生活是否便利？生产恢复如
何？对新的一年又有哪些期盼？在
临近春节之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
访了积石山县石塬、吹麻滩、柳沟、大
河家等乡镇。

“不用烧炕也暖暖的”

“姨娘好，阿舅好，哪有共产党
好。”住在石塬镇肖红坪村安置点的
樊正德老人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
遍。他说，在活动板房，吃的米面油
菜、穿的棉衣、盖的被子，包括炉子里
的煤炭都是发放的，“俗话说‘天塌下

来有高个子顶着’，这次天灾，共产党
顶住了塌下来的‘天’”。

樊正德住的活动板房内，墙上贴
着一张题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新
年日历，炉火正旺，小孙女乖巧地趴
在桌子上描写拼音。“阿姨，你知道烧
炕吗？这里跟原来的家不一样，不用
烧炕也暖暖的。”从孩子热乎乎的小
手和稚嫩的语言中，可以得知这里的
群众正在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半个月前，记者来到这个安置点
时，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正为
群众接通免费的网线，而这次探访又
发现了新变化。

村委会入口处新安装了两间由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捐赠的淋浴方
舱，方舱分淋浴间、管理间、洗手区
等功能区域，淋浴间内设封闭式小
隔间，男女浴室分别可同时容纳 10
余人使用。 （转2版）

来自积石山县震后恢复生产生活的一线报道——

在“ 新 居 ”盼 新 家
本报记者 赵好飞 赵淑娴 马博文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
永恒主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
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强调
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金
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综合经营
规模大、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
跨境流动快、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
等特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

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
的根本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我们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把住了发展大
势，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金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实践充分证明，金融活，经
济活；金融稳，经济稳。无论任何时
候，都要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

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
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
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
全的前提。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各国经济都面临不小挑战。我国
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
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
能力薄弱。 （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