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给王斌云送上中药

□本报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他曾入伍从军，挥洒过汗水，也

曾多次创业，当过赤脚医生，干过建
筑，开过广告公司、灯笼公司……这
些经历成为他人生的标签，或辛酸，
或甘甜，让他的人生曲折而丰满，他
就是退伍军人李伦业。

1974 年，李伦业出生在海东市
乐都区马厂乡。在这里，他度过了
快乐而充实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快
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一转眼，到了
自谋出路的时候。他是一个喜欢搞
创作的人，喜欢制作标本、绘画等艺
术性较强的工作，但是为了谋取一
份稳定的工作，想到当时退伍军人
可以分配，他决定参军。

1993 年，李伦业成为一名光荣
的解放军战士。农村出身的他有着
一种特有的吃苦精神，在高强度的
训练中没有喊过一次苦，叫过一次
累，就连左腿骨折，都没有告诉父母
亲。在军营中，为了多学一门手艺，
也为了继承父亲的衣钵，他不断学
习医疗卫生知识，当上了卫生员。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96
年，李伦业退伍后，走上了工作岗
位。“我觉得，在军营中让我最值得
一说的就是学会了坚强，这是影响
我一生的东西。”李伦业说，退伍后，
他被分配到青海化工机械厂工作，
然而当时他正赶上企业不景气，经
常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几乎面临
下岗的危机。一年后，为了生活，他
背井离乡去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格尔木市谋生。

第一次创业的李伦业得到了父
亲的大力支持。他在部队学到医疗
知识的基础上，还跟父亲学习骨科
和妇科的相关医学知识。不久后，
他自己开办了一家诊所，在诊所的
行医经历让李伦业的医术更加精
湛。“跟随父亲学习了几年后，父亲
回乡了，我便想着用我的医术帮助
更多看不起病的老百姓，于是我就
辗转来到了生活更加艰苦的玉树藏
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李伦业说。

曲麻莱县艰苦的自然条件和当
地极差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李伦业
一时有了退缩的想法，但他想起自
己曾是一名卫生员，也是一名人民
解放军，一段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在
这里开了一家诊所，当起了赤脚医
生，每天都要背着医药箱去遥远的
牧人家里给人看病。“我当赤脚医生
最大的收获就是帮助了一些困难的

牧民，大家也很认可我的医术。”李
伦业说，当地的老百姓都很认可我
的医术。

理想总是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
距。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一次
偶然的机会，李伦业经人介绍进了
当地的修桥项目工地。就这样，他
一边修桥修路，一边背着药箱给人
看病。几年的打拼为以后创立公司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2010 年，李伦业创立了当时的
乐都县伦缘广告公司，从事广告设
计、制作及安装生产等业务，但是几
年下来，公司效益并不理想。

2014年，在考察市场的过程中，
李伦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县
城发现，这里在大规模制作灯笼，这
又让他萌生了一些想法。“作为地地
道道的乐都人，家乡也有花灯制作
的传统技能，至今已有 200 多年历
史。”李伦业说，回来之后，他就找自
己的家人、亲戚开始琢磨适合本地
的花灯样子。

2019 年，随着海东市“青海年·
醉海东”系列活动的启动，全市对各
种灯笼的需求大幅上升，各县区乡
村游景区灯装需求量也逐步增多。

看着灯笼市场逐渐打开，李伦

业要做灯笼产业的想法更加坚定
了。“那时候乐都区没有专业制作灯
笼的公司，一方面考虑到发扬我们
李家的传统手艺，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2018 年，我成立
了伦缘旅游纪念品开发有限公司，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期间我去过
河北、浙江等地学习技术。”李伦业
说，有了市场需求和扎实的灯笼制
作基础，厂里生产的灯笼很快打开
了销路。2019 年年产量达 60 万只
到70万只，销售额达50万元。随着
销量增大，灯笼的种类增加到了 58
种，有传统宫灯、刺绣灯、藏式灯、排
灯、铁艺灯笼等，销售渠道也从单一
的线下销售转到线上销售平台。

“刚开始，公司里只有我的几个
家人在帮忙制作灯笼，随着产业规
模越来越大，我开始吸纳本地的一
些残疾人来这里上班。”李伦业说，
2022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公司
搬迁至乐都区七里店安置小区的一
个400平方米的加工厂内，招收了周
边各村的 26名残疾人为固定员工，
非固定员工 50多名，这些员工大都
是易地搬迁后的脱贫户。

可好景不长，今年 5月，因为一
些特殊原因，加工厂停工了。“这两

个月里，为了完成客户的订单，我把
家和车库都当作生产车间，加班加
点赶进度。”李伦业说，目前他最期
盼的就是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生产
地点。

“我希望自己能够创建一个残
疾人就业基地。”眼前的困难并没有
压倒这名退役军人，他说，希望能把
这一门花灯的手艺发扬光大，让更
多的困难群体能用自己的双手养活
自己。他告诉记者，今年，他还创新
设计了年味灯笼，将在春节时给全
市人民一个惊喜。

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但需要敏锐
的商业嗅觉，更需要坚定的信心。
虽然离开军营多年并创办了公司，
但李伦业依旧怀念军营生活，依旧
保持军人的那份坚毅和执着。“创业
和当兵一样，要有坚定、明确的信念
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只有这样
才能成功。”李伦业说，接下来，他将
联系当地教育部门举办灯笼手艺进
校园活动，让灯笼手艺传承下去，让
乐都区成为“灯笼之乡”。

李伦业：不一样的绚烂“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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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榜样的 力量

□本报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子 摄影报道
“书记，这是我亲手做的一双鞋垫，你

看合不合脚！”
“书记，这是我媳妇做的一副枕套，东

西虽然不贵重，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一份心
意！”

“书记，我知道你一直有胃病，这是我
种植的一些中草药，你回去泡茶喝，有养
胃的作用！”

7月 29日，青海东部门户的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走进民和县大庄乡台集村的群众文化活
动广场，众多村民顶着烈日相聚在广场
上，欢送即将离开的台集村驻村“第一书
记”王斌云及驻村工作队员。

一双鞋垫、一副枕套、一把养胃中药
材、一面锦旗、一块牌匾……每一件送别
礼物的背后，都是村民们对朝夕相处八年
的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的满满祝福
和依依不舍。在欢送会现场，台集村“两
委”和村民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王斌
云的感恩之心，台集村全体村民为王斌云
赠送的牌匾上，“第一书记”四个金色大字
十分醒目。

“八年来，王书记为台集村的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作了很大贡献，为台集村的
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是全村老百
姓心目中的好书记，牌匾上写了“第一书
记”四个字，也寓意王书记永远是台集村
村民心里最好的‘第一书记’。”台集村党
支部书记海彦忠告诉记者。

村民刘峰送给王斌云的是一袋中草
药。王斌云有胃病，并且经常吃药，村民
们几乎都知道，刘峰喜欢种植中药材，听
说书记要走，他就送来一袋自己种的能护
胃养胃的中草药，希望王斌云的胃病早日
康复。

王斌云和台集村结下不解之缘的故
事要从脱贫攻坚战开始的那一年说起。
2015 年 10 月，海东市广播电视台工作人
员王斌云积极响应党的脱贫攻坚号召，主
动请缨，到自然环境严酷、生活条件艰苦
的台集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用带病的身
躯挑起了带领台集村乡亲们拔穷根、摘穷
帽的重担。

之后的几年时间内，王斌云每天都在
为台集村的脱贫摘帽而起早贪黑、忙碌奔

波。由于胃不好，王斌云每天还要按时按
点喝中药。因为长时间熬中药，每每推开
王斌云的宿舍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
的中药味，以至于有村民把王斌云亲切地
称呼为“药罐书记”。

驻村八年来，王斌云把一颗火热的心
交给了台集村，把所有的心思和劲头都用
在为台集村脱贫摘帽和乡村振兴上。期
间，王斌云积极争取项目，一条通往川总
公路长 6公里多的硬化通道迅速通车，极
大地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利用项目资金为
台集村安装了 140多盏太阳能路灯，主巷
道、农户家门口、村广场的夜晚不再漆黑；
完成了80公顷的坡改梯项目，让台集村的
干旱山坡地变身“水梯田”，提高了耕地质
量，还有牛羊养殖产业、美丽乡村建设、农
村卫生厕所建设、危旧房改造、困难家庭
学生资助、村集体养殖基地项目建设等一
系列变化，都让台集村的村民深切感受到
了政策的温暖。

如今，摘了穷帽、拔了穷根的台集村
老百姓，正撸起袖子感恩奋进在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上，全村处处呈现着人勤、村美
的新景象。对此，台集村的老百姓感慨
说，台集村今天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
策，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更离
不开王斌云的亲力亲为。

今年，全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进行大轮换，王斌云也把“第一书记”的接
力棒交给了新到岗的“第一书记”。

当听到王斌云要离开的消息后，村民
依依不舍。很多村民主动邀请王斌云和
工作队员到家里做客，为他盛上亲手做的
饭菜，感谢他为村民过上好日子而忙前忙
后的辛勤付出，也有农户因外出务工，不
能到现场送别，就在微信里发信息给他道
别。

“书记你要离开了，心中有道不尽的
不舍之情，希望您工作顺利、健康快乐！”

“书记辛苦了，我们心里永远记着你，有时
间就到台集村来转转。”听着在外务工村
民张录古么、刘亚赛发来的告别语音，王
斌云感动不已。

道别了众乡亲，王斌云驾车缓缓离开
村广场。当车子开到台集村对面的山梁
上时，他停下车，在山梁上对望着台集村
的一草一木，站了许久……

脱贫村里的别样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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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成录）乡村
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只有建设
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
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才能够当好

“领头雁”，带领群众走上乡村振兴之
路。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
县用好“选派”关键招，瞄准人选把
关、管理考核、激励保障三个关键坐
标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障和人才支撑。

按照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选派范围要求和人选标准，互助县选
派265名政治素质好、作风扎实、敢于
担当、善做群众工作的精干优秀力量，
以帮扶村实际需求为选人导向，综合

考虑派驻村实际需要及选派干部综合
条件，分类施策、科学搭配，让既能解
决帮扶村的突出问题，又能抓党建促
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干部下乡
驻村，发挥出选派力量的最大效能。
同时，采取以老带新方式，规定工作交
接时间不少于 40 天，深入调查摸底，
吃透村情民意，提升新任“第一书记”、
工作队员政策掌握、业务熟练程度，厘
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突破口，实现平
稳交接。

为进一步加强驻村干部管理服务
工作，明确乡村振兴干部管理工作组
各成员单位、派出单位、乡镇、村党支
部书记主体职责，了解掌握驻村干部
到岗打卡、吃住在村、履职尽责等情

况，互助县严格落实考勤、请销假、工
作报告等制度，以纪律约束促进规范
履职，选派单位驻村干部管理负责同
志积极与乡镇党委联系沟通，每月至
少到帮扶村开展 1 次走访调研，对驻
村干部出勤打卡、吃住在村情况每周
一核对、每月一审定。坚持平时考核
和年终考核相结合、民主测评和个别
谈话相配合，深入听取村干部、党员、
群众意见，全面了解现实表现情况，确
保考出公正、考出实绩。

互助县充分利用随机调研、谈心
谈话、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等方式考
察识别干部，对担当作为、实绩突出、
群众公认的优秀驻村干部进行优先
职务职级晋升、职称晋级、评先评优

奖励。通过邀请互助县委党校讲师
授课、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等部门业
务指导、优秀“第一书记”交流经验等
多种方式，灵活运用研讨式、案例式、
体验式等互动教学模式，推动提升培
训实效，确保每名驻村干部都成为乡
村振兴的“行家里手”。按照每支工
作队 2 万元的标准拨付驻村工作经
费 242 万元，指导各乡镇按要求核销
驻村工作队履职保障性支出，足额落
实乡镇工作津贴和每人每天 60 元生
活补助，按照每人每年 1600 元的标
准，为县级选派的 265 名驻村干部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强化驻村
工作保障，解除驻村干部后顾之忧，
为驻村履职创造条件。

互助选优配强驻村“领头羊”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成录 通讯员
马瑞青）近年来，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抢抓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机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土
地肥沃、水源充足、阳光适宜的自然资源
禀赋，充分发挥黄河彩篮、下滩特色种植
基地示范引领作用，发动群众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使“菜篮子”工程成为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的“聚宝盆”。

按照省、市有关领导实地调研“黄河
彩篮”提出的工作要求，循化县从“菜篮
子”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基地提升、服务
保障、品牌打造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保
障各类要素和资源合理配置。安排乡村
振兴衔接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涉农
资金共 710万元，实施了产业道路改造提
升、基地水渠提档升级等项目，对 15.2 公
顷露天土地进行了整治，对 26.87 公顷棚
间土地和园区闲置土地进行高标准农田
建设，调整了土地结构和布局，有效增加
了种植面积，极大地改善了园区基础设施
条件和服务能力。同时，在完成无花果、
甜瓜、草莓、黑树莓等特色产品种植的基
础上，发挥育苗棚的示范效应，今年向市
场供应各类育苗 300万株，上半年累计供
应果蔬4244吨，其中辣椒4202吨。

循化县依托高原地区冷凉气候和黄

河谷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特有的人
文特色，在市场经济的趋势和国家政策
的扶持下线辣椒得到迅速发展。目前，
以线辣椒种植、加工、研发为主的龙头企
业有 5 家、合作社 35 家、个体户 58 户，注
册商标数 151 个，从事订单农业人数 659
人，带动 4069 人就业，已形成“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和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经营模式。今年投资 400 余万
元实施了蔬菜高质高效核心生产区建
设、线辣椒集约化育苗及良种繁育基地
建设等项目，配套发放地膜 6000卷，目前
已打造百亩以上线辣椒基地 6个、千亩线
辣椒示范基地 3 个，线辣椒种植面积达
1666.67公顷，预计产量达 3万吨以上，经
济效益约达 2亿元。创新研发“乡村振兴
两椒特色贷”，已放贷 30 笔 565 万元，引
导更多脱贫群众参与产业发展，促进农
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切实为线辣椒
组织化、规模化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为创造就业岗位，就近吸纳当地农民
就业，循化县通过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菜篮子”产业，“黄河彩篮”种植基地
上半年带动就业 250余人，务工总收入达
250余万元。下滩种植基地，辐射带动268
户6000余人次参与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富
农效益明显。

循化“菜篮子”工程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实习记者 朵玉雪 通讯
员 马国秀）近期，学生户外活动渐趋
频繁，溺水意外事故进入多发期、易发
期，为切实有效预防和遏制溺水事件
发生，海东市平安区水务局多方筑牢
防溺水“安全堤”，用心用力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结合河湖长制工作，平安区水务
局压实水域管理责任，落实防溺水检
查全覆盖，加强防溺水设施排查，重点
巡查辖区河道、水库、蓄水池、小微水

体、工地积水基坑等临水边线，发现临
水区域涉水者，积极采取警示、制止、
劝离。同时，强化与各乡镇及河道周
边村镇、学校的协调联动，联合对河道
日常巡查和排查。截至目前，出动人
员35人次、巡查河道400余公里，对辖
区水域范围戏水、垂钓、露营等涉水活
动的人员劝离60余人次。

期间，平安区水务局加强内河道
水流湍险段、水库、堤防迎水坡等重点
部位的管理和维修养护工作，对缺失、

字迹模糊和破损的安全警示标识牌和
防护设施，及时进行补充、更换。在易
发生危险的区域加密布设护栏，配备
紧急救生设施 220 件，分发到重点单
位、村社定点存放，并定期开展防溺水
安全知识科普。

为进一步加强平安区水域溺水事
件及时处置能力，平安区水务局联合
中志协青海服务队在水库进行了2次
真人下水营救演练活动，并达成协议，
平安区水域内若有突发溺水事件，中

志协青海服务队平安分队将接到通知
后第一时间进行营救工作，最大限度
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平安区水务局利用水务动
态平台、微信工作群、预警广播等多种
渠道，在水库、河道等重点水域播放防
溺水常识和私自夜游、近水嬉戏的危
险性，并深入8个乡镇（街道）、村社组
织开展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20余次，
发放张贴通告60余份，发放宣传资料
近2000份。

平安多方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