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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报道

7 月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蔡家堡乡气温舒适、山坡翠绿，
漫山遍野的野花和绿油油的庄稼
成为这个季节最美的景色。

早晨 7点，李月蓉驾车来到了
杨家湾村的山顶上，沿着崎岖的山
路，尘土不时被村里路过的小轿车
掀得老高，有时看不到路，她要停
几分钟才能再走。

今年 51岁的李月蓉是杨家湾
村的“第一书记”，2021 年在互助
县发展和改革局的选派下来到大
山驻村，一转眼就是2年。

杨家湾村距离互助县城 23公
里，在一座大山顶上。从互助县城
出发，一路经过平川、山沟、村庄，
最后来到山顶，便到了杨家湾村。
在这里，李月蓉已经奋斗了 700多
个日日夜夜，走村串户、倾听心声、
解决事宜，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了一
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见面，李月蓉就为记者介绍
起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杨家湾村
有145户472人，这里靠天吃饭，是
典型的浅山区，主要种植马铃薯、
小麦和油菜籽。多年来，这里十年
九旱，种植庄稼早已不再是农民们
的主要收入，取而代之的是进城务
工。

如何改变村庄的面貌，进而增
加老百姓的收入？这是李月蓉来
到杨家湾村后通过走访调研想解
决的首要问题。

“听说村里来了一个女干部，
她估计啥也干不了，过两年就走
了。”刚到杨家湾村的一段时间里，
李月蓉走在村子里，这样的话语会
时常传入她的耳朵。当李月蓉听
到这样的话时，更加坚定了她的信
心，她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不改变农村面貌，绝不离开；老百
姓的生活不改变，绝不离开……就
这样，她以强大的意志力坚持经常
行走在这座大山里，和村民们交
流，听取老百姓的所需所盼所求，
有些自己能联系对接的她第一时
间对接，有些解决不了的，她主动
上报单位，请求单位的帮助和支
持。

自2021年7月开始，她和驻村
工作队队员每月通过上门走访、电
话、微信等方式，摸排本村外出务
工人员情况，收集整理外出务工信
息，及时更新外出务工平台数据库
并上报相关管理部门核查。两年
来，杨家湾村的光伏发电收益共计

38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
入。为加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
益分配使用管理，保障脱贫户获得
长期稳定的公益性岗位收益，为
20名有意愿就业的脱贫人员提供
了就业岗位。

“李书记，我们村的马铃薯丰
收了，但销路成了最大的问题，能
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2021年秋
天，杨家湾村的马铃薯丰收了，但
大山里信息闭塞，再加上疫情影
响，销路成了难题。李月蓉立马进
行了走访和调研后得知。一直以
来，蔡家堡乡的马铃薯在县城和省
城都很出名，村里家家户户每年的
收入也主要靠马铃薯。随后，李月
蓉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帮助杨家湾
村拓宽马铃薯销售渠道，解决了群
众的燃眉之急。

“谢谢李书记，在我们最需要
你的时候，帮我们解决了大事情，
没有你的帮忙，我们的马铃薯会烂
在窖里。”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任
务，看着你们的马铃薯高价格销出
去，我也很高兴。”

盛夏的午后，走在杨家湾村的
巷道里，很多村民们还在议论着去
年李书记帮忙销售马铃薯的事
情。“去年马铃薯一次性销售出去，

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
事情，村民们非常的高兴，这是李
书记的功劳。李书记来到我们村
后，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老百姓都
很相信她。”杨家湾村党支部书记
杨生成说。

艰难时方显本色担当。虽然
是一介女流，但对于杨家湾村的
村民来说，李月蓉就是“定海神
针”。2022 年 6 月以来，互助县出
现了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涉及
面积最广的雷雨极端天气，村委
会会同工作队成立防汛工作专
班，带领村民共同应对极端天
气。有天晚上，李月蓉在宿舍里
整理资料，突然电话响起。“李书
记，今晚雨下得很大，老杨家的房
屋年久失修，又在崖头上，不行我
们去看看吧！”“那你等着，我们立
马去看，不行今晚就转移。”说完，
李月蓉穿起雨衣、拿起手电筒向
村委会大门走去。

山村的道路没有路灯，没有行
人，走在路上漆黑一片，只听到雨
滴噼里啪啦地打在树叶上。虽然
村庄里一片漆黑，但老杨家的路李
月蓉却记得清清楚楚。当晚，在驻
村队和村“两委”的商议下，对村民
老杨及时进行了转移。随后，建立
工作专班组，立即组织人员每天开

展巡查农户住房安全、农作物受灾
等相关工作，期间工发放房屋安全
告知书96份，转移群众4户。

虽然年过半百，但李月蓉为杨
家湾村所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她用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与担
当，两年来，她时常以村庄为家，把
村民当作亲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着平凡的工作。

“说实话，这两年来，我没有照
顾好家里的老人，也没有照顾好家
庭，爷孙俩经常在外面吃饭，看到
别人家团圆时，我只能通过视频给
父母问好，我觉得亏欠他们的太多
了……”说完这些时，李月蓉的双
眼里含满了泪水。

“小家”没有照顾好，是李月蓉
的遗憾，但令她骄傲的是，两年来，
在她的坚守和付出下，杨佳湾村的
村民看到了农村也拥有着无限的
潜力和希望。

“我已经接到通知，继续连任
驻村‘第一书记’，当村支部书记
把这个消息发在群里时，群众们
都在为我点赞，欢迎的表情包一
个接一个……”李月蓉说，村民们
的鼓励和安慰就是她继续下去的
动力，她也将继续为杨家湾村的
美好未来奋斗。

为杨家湾村的美好未来奋斗不息

李月容李月容（（左一左一））与村民交谈与村民交谈。。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自从垃圾分类
开始后，我们小区的业主都很自觉。现在我
们小区不仅是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更是专门
打造了垃圾分类科普屋。”近日，谈及城市管
理的变化，海东市平安区东方明珠小区业主
张海梅自豪地竖起了大拇指。

走进东方明珠小区，宽敞干净的道路，
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优美的小区环境着实
让人舒心。其中，垃圾分类投放积分兑换、
垃圾分类宣传画等，正用“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引导小区居民将垃圾分类变成日常生活
的自觉。

东方明珠小区在垃圾分类上的变化，是
海东市平安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落实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自创卫工作
启动以来，平安区城管局党支部始终坚持党
建引领，不断创新党员学习形式、创建多形
式活动载体，最大程度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
的战斗力、凝聚力贯穿于队伍建设和城管工
作全过程，全力绘就“我城我管”新画卷。

为建强组织，平安区城管局坚持党建先
行，备足强基固本“笔墨纸砚”，围绕政治功
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
的“四强”目标，推动机关党支部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并通过“党建+网格管理”，勾画精

细管理的“线条细节”，进一步强化建设“三
化”城管，争当“五员”表率，把党建工作融入
到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通过“党建+城市
品质”增添市民幸福指数，“党建+环境保障”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党建+优化服务”践行
服务为民宗旨，“党建+城市管理进社区”等
措施，激活党员“基础细胞”，实现“党建红”
和“城管蓝”交相辉映，努力实现党建工作和
执法业务的有机融合。

“载体融合才能丰富服务人民‘整体色
彩’，为此，今年我们开展了各项活动，让城
市管理更加精细化。”平安区城管局副局长
殷恒梅告诉记者，为持续推动城市管理工
作，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今年，平安
区城管局以党组织为桥梁，全面推进“城管
体验日”“百名城管大走访”等各类城市管理
创新活动，实施“五共”特色工作法，通过组
织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环境卫生我清
扫”等特色服务活动，探索实践“人人参与、
全民共享”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让市民成
为城市管理的参与者、管理者、监督者以及
联络者。

平安绘就“我城我管”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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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为打造
“文旅+航空”融合互促生态圈，推动
海东市乐都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7
月1日，乐都区携手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共启“文旅+航空”合作新模式，让
飞机作为空中名片，助力乐都文旅
宣传，让“诗”和“远方”实现更好地
联结。

此次合作从7月1日起，在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国内及国际全线航班

《空中博览》 揽胜节目播放 《人文

乐都》 宣传短片，并在 《世界中
国》杂志 （该杂志主要发行地区为
驻华大使馆以及所有驻京外事机
构）、《中国之翼》杂志 （该杂志主
要配发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所属飞
往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的航班客
机） 同步发布《相约河湟文化千年
之韵·邂逅人文乐都诗与远方》推
介文章。

据悉，乐都区与中国国际航空
公司共启“文旅+航空”合作模式

为全省首次，发布平台将覆盖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国内及国际全线航
班。合作将利用国航枢纽强大、来
青直飞航班全年近 4000班次，其中
由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飞往青海
的国航航班每周有74班的特点，推
介乐都人文厚重、绚丽多姿的文旅
资源。

“此次乘‘势’起飞、乘‘机’而上
系列文旅推介活动的开展，是乐都
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

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让历史文脉成为凝聚文化共识、增
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乐都区
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文旅融合”各项推介活动的开
展，延伸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让游
客深度了解“河湟古都·人文乐都”
的底蕴和魅力，并希望以此表达人
文乐都热情诚挚地邀请更多的人到
乐都旅游、到乐都生活、到乐都投
资、到乐都追梦。

乐都率先开启“文旅+航空”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巴迎桂）盛夏时节，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初
花期。走进互助县威远镇、五峰镇和塘川镇
蔬菜种植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在田间地头到
处可见太阳能杀虫灯和黄蓝杀虫板。田间
地头悬挂的黄色和蓝色粘虫板上面粘满了
各种害虫，为农作物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蔬菜种植区的病虫害种类越来越多，
危害程度也日趋严重，为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减少农药使用量，我们在蔬菜种植基地
里安装了频振式太阳能杀虫灯、黄蓝杀虫
板，以此监测和防治大蒜田中的病虫害。”据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介绍，太
阳能杀虫灯光诱到的鳞翅目和鞘翅目成虫
较多，黄蓝板诱到的蓟马、斑潜蝇、双翅目蝇
科及其他小飞虫多，杀虫灯、色板的安装使
用降低了该区域虫口密度，减少了杀虫剂的
使用量和施用次数。

今年以来，互助县在威远镇、东和乡、丹
麻镇等5个乡（镇）建立黄蓝板绿色防控技术
集中连片示范面积达 1000公顷，其中，黄板
可诱杀油菜跳甲、茎象甲、油菜小菜蛾、蚜
虫、白粉虱等害虫；蓝板可诱杀油菜露尾甲、

蚕豆和荷兰豆蓟马等害虫。
据田间调查，黄蓝板防控技术的应用，能

够减少农田化学农药施药次数2到3次，减少
化学农药使用量35%左右。这是为保障农业
生产安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一大实效性举
措。近年来，互助县农业部门在核心示范区通
过黄蓝板诱杀等技术，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示
范，有效带动了全县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农药残留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
键因素，使用农药杀死了害虫，同时也会将
农田中的益虫杀死，破坏了生态链。互助县
推广使用的黄蓝板防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具
有趋黄色、蓝色和气味的习性诱捕害虫的一
种高效、无污染的防虫技术，是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避免和减少
使用化学农药给人类、其他生物及环境带来
的危害，是一种高效环保的虫害防治方法。

近年来，互助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集中连片
示范田有机肥覆盖率达100%，绿色防控技术
应 用 率 达 100% ，水 溶 叶 面 肥 应 用 率 达
100%。黄篮板的使用，为互助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增色添彩”。

绿色防控技术撑起生态农业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 邓成财）近年来，海东市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注重发挥人才在推动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抓住干部储备、能力培
养、实践锻炼等关键环节，不断增强优秀年
轻干部培养储备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优
化干部队伍结构和整体功能，一体推进优秀
干部梯队建设，着力破解复合型干部紧缺、
年轻干部不足等问题。

民和县始终注重干部梯队培养，根据全
县编制空缺情况和紧缺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及时上报公务员招录需求计划，充实干部队
伍。建立常态化分析研判机制，制定年度培
养目标，重点从各梯队干部年龄、学历、经
历、结构等方面，定期分析年轻干部培养储
备情况，适时调整配备充实各层级优秀年轻
干部库，保持各梯队优秀年轻干部“蓄水池”

相对充盈，防止领导调整配备时“急用现找”
“降格以求”。

针对年轻干部理论基础不牢、业务知识
储备不足等问题，民和县推行“课堂讲授+现
场教学+网络学习”的培训模式，对年轻干部
进行全覆盖、多维度的培训。注重实践培
养，民和县坚持“短安排”和“长计划”相结
合，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特长适时交流使用
干部，对纳入重点培养的优秀年轻干部有计
划地交流培养，持续推进“机关干部下基层、
基层干部进机关”交流培养、挂职锻炼等工
作。近年来，先后选派22名年轻干部到江苏
省无锡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挂职锻炼，
选派 40名乡镇年轻干部到省市县机关单位
跟班学习，安排9名选调生到村任职，提升综
合能力素质。

民和全力推进优秀干部梯队建设

□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李明敏
初夏时分，麦穗初齐，绿树茵

茵，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最亮的底
色。耳目一新的环境，干净整洁的
道路；农家庭院错落有致，院墙上随
处可见的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家规
等宣传标语；嫩绿的柳梢、金灿灿的
油菜、抽芽的绿植，让一幅优美的乡
村振兴画卷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哈拉直沟乡徐徐展开……

据哈拉直沟乡党委书记藏仁尚
介绍，该乡目前已建成1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不断通过志愿服务的形式，宣讲党
的政策、宣传移风易俗、丰富群众的
文化生活，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向又快又好的方向发展。
着眼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淳风化俗，哈拉直沟乡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理论宣
讲、文化服务等 8 支志愿服务队，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以
来，累计开展爱心帮扶、环境整治
等志愿服务活动38次，用润物无声
的方式营造出“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良好浓厚氛围，积极倡导新
时代文明新风，深入开展移风易
俗，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
不办、厚养薄葬等列入重点宣传内
容，推动移风易俗宣传进农户、到
农田，建立典型选树机制。对在推
进移风易俗中涌现出的带头人物，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表扬，持续
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提升村民道德
素质，规范村民行为举止，让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吹遍乡
间田野。

“我们还始终坚持把乡风文明
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棋和助推器。”藏仁尚说，近年
来，哈拉直沟乡充分发挥文明乡风
长效治理机制，以党建引领移风易
俗、环境整治、示范创建、典型选
树等重点任务落实，着力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共同推进文明乡风建
设。

“现在我们村越变越好了，书记
在群里一喊打扫卫生，我们都会自

发地参与村里的环境卫生打扫，村
里也经常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毛荷堡村村民陈贵明笑着说。

农村必须由群众来振兴，必须
依靠群众去振兴，群众不是“冷眼旁
观者”，更不是“坐享其成者”。哈拉
直沟乡紧紧围绕乡村治理，全面开
展乡风文明教育，持续在提升服务
能力、优化乡村治理体系上下功夫，
鼓励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振兴，让群
众在积极参与、共建共治中共享发
展成果。

美丽乡村劲吹文明新风

文明文明海东海东
夏至刚过，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彩篮”种植基地里的油桃、树莓、葡萄等水果

开始陆续上市。近年来，“黄河彩篮”种植基地依托林果经济，坚持以花为媒、以桃为基，通过
赏花和采摘，让游客体验桃花“鲜”艳、桃果“鲜”味、采摘“鲜”乐。并巧打时间差抢“鲜”上市，
使农业生产、观光休闲成为富民新引擎，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发展的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马瑜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