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03 2023年7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马正艳 版式/沐晗 校对/祁于庭

□本报记者 郝志臻 祁树江 摄影报道
从2015年到2023年，从大滩村到凉坪村，带领乡亲们一步步走上致富路，是吴军仓来到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时立下的誓言，也是他和西沟乡的一个约定。
从抓各项政策落地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8年来，吴军仓的脚步踏遍了西沟乡大滩村和凉坪村的每一个角落，除了不同于当地人的口音外，吴军仓看起来就是一个地道的

西沟农民。
8年来，在西沟乡的日子里，他撒下了汗水也收获了丰硕成果。

“我和西沟有个约定”

“刚到大滩村的第一天，我就立志要
让这个村子变个样子。”2015年 8月，吴军
仓从青海省审计厅来到西沟乡大滩村担
任扶贫工作队队长。

大滩村共有居民 433户 2152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 186户 757人，按照要求，
全村要在2016年年底实现全部脱贫。

令他没想到的是与村民的第一次见
面就遇到了“下马威”。有村民直言以往
村上也有干部来过，都是开个会就完了，
如果吴军仓不干事就不要耽误大家的时
间。

听到此话的吴军仓并没有泄气，反而
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决心。为
了尽快摸清村里的基础情况，找到适合村
民的脱贫路径，吴军仓带领扶贫工作队队
员每天坚持进村入户，主动征求村民脱贫
致富的意见，与村民探讨经济发展之路。

在走访过程中，吴军仓发现饮水问题
和道路硬化问题是大滩村的“顽疾”。由
于管道老化，大滩村每年 11月到次年 5月
都会出现断水现象，导致 40%的村民和牲
畜饮水困难。

吴军仓决定首先从饮水、道路两个难
题入手。“刚到村上，我发现整个村子里没
有路灯、路面也是坑坑洼洼，遇到雨雪天
气，如果不穿雨鞋根本走不了路。”吴军仓
说道。

要想富，先修路。为了解决大滩村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的现状，吴军仓在审计厅
党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先后协调解决
项目经费总计1819.74万元，用于改善和解
决大滩村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大滩村人畜饮水现状，他及时与
民和县水务局、自来水公司进行沟通协
调，对大滩村人畜饮水工程进行立项开工
建设，投入经费257万元，开挖管沟20多公
里，修建沉淀过滤池、净水室各 1个，修建
50吨蓄水池2座、30吨蓄水池1座、20吨蓄
水池2座、10吨蓄水池3座，不仅解决了大
滩村村民的生产、生活用水和季节性用水
困难，还解决了部分农畜、田地用水问题。

看到基础设施有了质的飞跃，村民们
对他充满了信心，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拉
住他唠个没完，让他出出主意，让他想想
办法……

通过前期走村入户调查，吴军仓了解
到村民们一直有养殖牛羊的习惯，而且村
内草地资源丰富，十分适合发展以牛羊为
主的草地畜牧业。

结合民和县扶贫工作以牛羊家庭养
殖为主打产业的实际，吴军仓带领扶贫工
作队成员深入各家各户进行动员，目前全
村贫困户共修建家庭牛羊养殖小牧场 135
个，生猪家庭养殖小牧场3个，土鸡养殖小
牧场2个。

看着满圈的牛羊，贫困户们的脸上绽
放着笑颜。“扶贫牛羊”为大家走上脱贫之
路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

在发展牛羊养殖的同时，吴军仓坚持
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牧则牧、宜林则林
的灵活多样性帮扶原则，鼓励贫困户外出
创业，推动拉面经济的发展，开商铺，搞贩
运，依托西沟林场发展旅游产业。

经过吴军仓与工作队的反复游说，大
滩村的村民也渐渐转变了思想观念。到
2016年年底，全村有 3户贫困户开了小卖
铺，9户开了拉面馆，1户拉运销售煤炭，1
户做起了旅游生意，还有35户贫困户成立
了5个养殖合作社。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改造，2016 年底，
大滩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顺利脱贫，同
时也被海东市确定为“脱贫示范村”。

2018年 4月，扶贫工作队进行人员
轮换，此时的吴军仓面临着一个重要的
选择：回到原单位工作，还是去另一个
村继续驻村。

西沟乡凉坪村也是审计厅的联点
帮扶村，经过驻村工作队之前的努
力，村里的各项扶贫事业在稳步进
行，但是正值关键时期工作人员却要
进行轮换，经过慎重考虑后，吴军仓
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投入凉坪村的脱
贫工作中。

“之前在大滩村工作时，我和凉坪
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也经常交流，对于
凉坪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接手起来可
能会比新派人员更容易一些。”吴军仓
说。

凉坪村属于“脑山贫困山区”，因天
气寒冷农作物不易生长。村上许多贫
困户种植的大豆小麦，只能勉强满足家
中的基本口粮。当时村内共有贫困户
179 户 862 人，按照要求要于 2018 年年

底实现脱贫。
2016 年，在省政府资金的支持下，

扶贫工作队为凉坪村筹划建立了一个
饲料加工厂，用种植的玉米连同秸秆一
起收割卖给牛羊大型饲养场等处，村民
收益可观发展种植业的积极性有了明
显的提高。

吴军仓来到凉坪村后，他所面临的
是村内还有8户人家产业未确定、8户人
家无能力实施危旧房改造项目、8户人
家曾享受过奖励性住房政策但仍然存
在危房的问题。而此时距离预计的脱
贫时间只有8个多月。

吴军仓便第一时间着手解决这 24
户的问题，经过积极的走访和沟通，最
终驻村工作队根据凉坪村的自然条件
等因素，动员村民发展养殖产业，并利
用平地发展特色种植。对于房屋改造
尚未完成的人家，吴军仓和驻村工作队
通过多方争取资金，最终让他们和大多
数人一样住上了新房子。

扶贫扶的是经济发展，也是观念的
转变和斗志的激发。自驻村以来工作
队成员分头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做好动
员鼓励工作，组织了包括挖掘机、烹饪
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马占龙是村上的贫困户，因为母亲
常年卧病，加上弟弟年纪小没有技术，
日子一直过的捉襟见肘。兄弟俩听到
村上有技能培训，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学
习了铲车驾驶，结业后马占龙兄弟俩用
下发的每人 5400元的产业扶贫资金承
包了村里的铲车，在附近务工，家里的
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吴军仓的带领下，村里经常通过
组织技能培训，并为参加培训的人员提
供补贴，鼓励贫困户外出创业。这些举
措有效提高了村民劳动生存技能，增加
了全村的劳务输出收益，得到了全体村
民的拥护。

2018年年底，凉坪村如期退出了贫
困村的序列。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凉坪村临近天井峡风景区和西沟
林场，一直被誉为“南大山生态屏障”和

“森林休闲康养胜地”，在旅游季节拥有
一定的游客流量，在发展乡村旅游上拥
有一定的优势。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凉坪村投资
300 万元建成凉坪村游客接待中心，逐
渐走上了发展生态旅游的道路。

“因为夏天凉快，很多人周末都会
来这边自助烧烤，但没有固定的地方大
家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分散开，不仅卫
生差，而且还有安全隐患。”吴军仓和

“村两委”沟通后，2020年决定使用帮扶
单位和民和县相关部门审批的资金以
及村集体经济收益在村委会对面的树
林里修建一个烧烤营地，以自助烧烤形
式发展林下经济。

2021年夏季烧烤营地正式营业，站
在村委会大门口放眼望去，雪白色的蒙
古包在绿树青草间显得格外醒目，吸引
了县城及周边很多游客前来打卡，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烧烤营地就有了上万元
的收入。

而凉坪村的生态旅游发展却从未
放慢脚步。2021年又新修了12间民宿，
停车场以及儿童嬉水池，并购置了12个
活动摊位低价租赁给村民，帮助群众创
业增收。

“大家一般都是售卖一些自制的特
色小吃，焪洋芋、酸奶、酿皮、甜醅等，一
直都很受游客喜爱，夏天大家的生意都
不错，最好的时候一天能有三四百元的
收入。”吴军仓说，村里还积极发动群众
养殖家禽供游客所需，实现产销一体。

这段时间，村里的树屋营地也开始
营业了，高大挺拔的杨树林里一座座黄

墙灰瓦的小木屋错落有致，三三两两不
时往来的游客为这个清幽的地方增添
了一份热闹。“我是前几天来这边办事
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树屋营地的，趁着周
末也带家人来这里放松一下。”来自民
和县城的马先生对这里的环境和菜品
都十分满意。

营地的经营者秦永喆告诉记者，6
月中旬开始试营业，目前经营收入大概
达到五六万元。“在这里打工，每个月有
2500 元的工资，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
家人。”在树屋营地工作的村民马永花
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

村里的情况一天天地好了起来，转
眼又是一轮工作队员轮换的日子，这次
吴军仓要离开这座他工作生活了6年多
的小村庄，这几天他依旧坚持每天在村
里走走看看，努力将这里的山山水水刻
在心里。

真情点亮乡村振兴路

真心换来群众信任

选择留下继续驻村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近日，江苏省
无锡市“2023微天使爱心双城记——格桑
花的微笑结对仪式”在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白庄中心小学举行。此次“微天
使”公益服务社志愿者共结对 50 名困难
家庭的学生，使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现场，无锡市微天使公益服务社
为白庄中心小学捐赠了5000册图书，循化
县妇联为“微天使”公益服务社赠送锦
旗。“微天使”小志愿者们和受助学生互动

交流了彼此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并
进行才艺展示。

为了更好地了解受助学生的内心，做
到精准助学，“微天使”公益服务社志愿者
在循化县妇联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走村
入户，详细询问了解受助学生的家庭状
况、生活现状、学习环境，用心用情与每一
个受助学生交流，通过面对面交谈，让他
们充分打开心扉，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乐观生活，健康成长。

据了解，“微天使”是无锡市委网信

办、无锡团市委等众多单位关心培养下
建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公益团体，自创立
以来始终坚持以孩子为主体，家庭为细
胞的志愿者发展理念，通过走进偏远地
区，与当地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互助结对
的形式开展公益行动，一方面解决当地
孩子读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公
益延伸服务，协助受助地区早日脱离贫
困。

“以后我们也有远在江苏的朋友了，
我感到很开心，以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

学习、艰苦奋斗，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他
们对我的帮助。”受资助的学生说道。

循化县妇联主席多吉措表示，此次
结对帮扶活动，对受助家庭和学生来说
不仅仅是助学，更让困境孩子和家庭感
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今后
循化县妇联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加大项目争取力度，争取各方资源，救助
更多困境妇女儿童，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解难题，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多
吉措说。

循化50名困难学生获资助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世伟 通
讯员 徐琛）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主动把握公务员管
理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持续
在重点内容和重要环节上精准发
力，着力提升公务员依法管理、科
学管理和制度化管理水平，公务员
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民和县畅通考录主渠道，立
足单位紧缺、工作需要，做到应招
尽招，持续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
合理确定乡镇机关、县直部门、选
调生、公安联考等招录占比，科学
化、精细化设置岗位条件，由选人
变为选才。用足用活调任政策，
统筹考虑公务员和事业干部队伍
建设，围绕大局搞调任、聚焦工作
选人才。牢牢把控调任规模，以
岗择人、优中选优，把优秀事业干
部选出来、用起来，在 2021年换届
中，从事业干部中择优 43 名安排
到乡镇领导成员岗位上。严格审
核把关公务员转任程序，杜绝出
现违规流动。近三年，全县共招
录公务员39人，转任公务员（参公
人员）74人。

以公务员信息管理系统为载
体，民和县搭建全县公务员“进、
管、出”信息化闭环管理平台，实
现常态化、信息化管理。谋划实
施多主体、多形式系列培训，扎实
做好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全
覆盖开展科级公务员主题轮训和
一般公务员在职培训，创新实行
单位主导业务培训，长效推动公
务员在线自学，做到培训不漏人、

不缺项。有计划选派干部到乡村
振兴、征地拆迁、疫情防控、重大
项目等急难险重岗位培养锻炼，
大力实施年轻干部“墩苗”计划，
引导年轻干部在急难险重岗位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复杂矛盾
和做群众工作能力。近三年，先
后选派 22 名干部到江苏省无锡
市、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挂职锻
炼，选派 40 名乡镇干部到省市县
机关单位跟班学习，抽调265名优
秀年轻干部到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等一线锤炼。

同时，民和县还综合运用平时
考核促进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
核，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带动
平时考核的“双向联动机制”，以考
促管、以用强管，有效发挥考核激
励评价作用、管理约束作用、干事
导向作用。全面落实各单位监督
管理公务员主体责任，开展勤政廉
政教育，加强履职尽责、作风表现、
遵纪守法方面的监督，健全从严管
理体系。坚持把政治监督摆在首
位，聚焦重点一线、重大项目、吃劲
岗位等考察公务员的政治责任和
政治担当，树牢重基层、重实干、重
实绩、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持续加
大向急难险重岗位和基层一线优
秀公务员倾斜力度，破除论资排
辈，打破平衡照顾，对业绩一流者、
冲锋在前者、任务繁重者、贡献突
出者优先考虑，近三年，择优为562
名公务员晋升了职级，形成“晋升
一个、激励一批”的正面效应。

民和靶向施策

抓好公务员队伍管理

□本报记者 巴迎桂 摄影报道
秘境松多花香四溢，和谐藏

乡宾朋云集。7月18日，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松多藏族乡举办了
以“策马扬鞭携手笃行新征程，各
族同心共谱振兴新篇章”为主题
的 2023年松多藏族乡传统赛马会
暨农牧民文化艺术节。当日，来
自海东各地的19名马术爱好者参
加赛马会。

赛马会现场，绿草如茵，帐房
联营，牧民们身着华丽的藏袍，在
赛道上尽情策马驰骋。

早上 9 时，来自松多乡松多
村的村民鄯青增早早地组织村里
的参赛者牵好自己的塞马“盛装
出席”，等待着入场式和比赛的
开始。他说：“为了今天的这一
刻，已经迫不及待了。小时候跟
随父亲，坐在马背上，度过了快
乐的童年。”现在依托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摩托车、汽车逐步成
为村民的代步工具，赛马会也成
了当地的节日盛事。“今天作为
赛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与其他
县区的选手切磋赛马技艺的同
时，还能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
流。”鄯青增说。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
驾驭着骏马如离弦之箭，一个个
争先恐后驰骋而过，一时间，赛场
上马蹄飞扬。骑手们与赛马紧密
配合，英姿飒爽，风采尽显，卓越
的表现引得观众加油声、喝彩声
此起彼伏。

据现场松多村村民吉桑杰加
介绍，松多的赛马会别具一格，不
仅重速度，同时讲究步伐。一匹
好的走马，除了应有的先天素质

外，还要靠一名有经验的骑手花
时间和精力调教。

紧邻赛马场两边的物资交流
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现场的
群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东
西还真不少呢。”

记者了解到，此次跑马会上
的物资交流会由当地政府牵头，
组织当地村民商户参加物交会，
展销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民族特
色产品。物交会不仅为当地群众
提供了展示、交流、销售民族特色
产品的平台，同时兼具开放性，对
参展商家数量不限、行业不限、区
域不限。

当天的赛马活动，不仅有来
自全乡各村20多个精彩绝伦的民
族歌舞表演、非遗展演，还邀请了
本土歌手前来表演，深受游客喜
爱。

一场家门口的赛事让大家乐
在其中，通过激烈的角逐，最后，
来自乐都区李家乡的赛马选手东
利秀获得第一名。东利秀说：“第
一次来松多，得了第一名很激动，
希望以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
提高自己的赛马水平。”

松多乡副乡长范得芳表示，
今后，松多乡将立足“华锐秘境·
生态藏乡”的乡情定位，自觉融入
互助县“五张名片”打造和“五个
示范区”建设，共同建设山川秀
美、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幸福藏
乡，不断推动全乡各项事业快速、
健康发展。

据悉，此次活动为期 3 天，共
有传统赛马会、农牧民运动会、民
俗手工艺品、松多乡特色农产品
展览等活动。

松多赛马扬鞭奋蹄

吴军仓吴军仓（（左一左一））和工作队员交流工作和工作队员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