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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巴迎桂 通讯员 仲喜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大地回馈农

民辛勤耕耘的季节。近日，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的田间地头，沉甸甸的麦
穗、成熟的蔬果、隆隆的机械声、忙碌的
农民构成了一幅幅秋天独有的丰收图
景 。

这几天，互助县塘川镇、红崖子沟
乡、哈拉直沟乡的油菜、小麦陆续进入
了黄金收割期，各乡镇农民抢抓晴好天
气，有序开展收割作业。

8 月 8 日，在红崖子沟乡老幼村的
一块麦田里，村民们把一颗颗饱满的麦
穗颗粒归仓，并向停放在旁边的拖拉机
车厢进行投放。“今年，我们村种了约

215亩冬小麦，按照现在的收割情况看，
每亩产量在 700 斤左右，小麦长势喜
人。”老幼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润说。

近年来，红崖子沟乡全面深入贯彻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粮食
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积极争取各类惠农
补贴，鼓励广大群众利用冬闲田种植小
麦，不断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为农户
提供深松整地、精量播种、减损收获等
相关农机化技术服务。

在冬小麦返青期、灌浆期等重要生
长期内，互助县农业部门组织技术力量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并适时开
展除草、增温保墒、科学施肥、气温监测、
病虫害防控等工作，让农户省心省力又

省钱，既实现了冬小麦与复种蔬菜无缝
对接轮作，又提高了耕地复种效益，为冬
小麦丰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今年下半年，红崖子沟乡将继续
扶持农民进行复耕复种，为种植二茬特
色蔬菜做好准备，追求土地效益最大
化，力争实现双丰收。”红崖子沟乡副乡
长曹成统说。

和红崖子沟乡一样，连日来，塘川
镇的小麦、油菜、燕麦等农作物也迎来
丰收季。记者在塘川镇陶家寨村看到，
一台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地头，黄
澄澄的小麦不停地从脱粒箱里“吐”了
出来，农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颗粒归仓才能确保粮食安全。自秋

收工作开始以来，互助县按照“川水、浅
山、脑山”作物成熟时间，积极组织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机户有序开展机收
作业。截至目前，出动联合收割机 135
台，完成秋收 141公顷。为了确保秋收
工作顺利完成，互助县农机部门提前检
修各类农机具1050台，大型联合收割机
125台。秋收期间，全县有550多台联合
收割机投入秋收工作确保秋收进度。

除此之外，互助县农业农村部门积
极加强与气象、应急等部门的沟通，依
托微信群、公众号等方式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提醒种植户防患于未然，降低农
业损失。动员广大群众抢抓晴好天气，
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农作物颗粒归仓。

互助川水地区农作物迎丰收

□本报实习记者 朵玉雪 摄影报道
“这一幅蝴蝶图案我们要先从图案

的中心点，蝴蝶的肚子开始绣，然后再
慢慢绣蝴蝶两边的翅膀、胡须……”8月
6日，在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的青绣车
间里，培训老师赵红育一边讲解着青绣
的理论知识，一边精心指导着学员的实
际操作。

走进青绣车间，极具民族特色的青
绣作品映入眼帘。有色彩鲜艳的帆布
包，有灵动鲜活的团扇，有小巧玲珑的
挂件、颈椎枕……数百件大大小小的青
绣作品琳琅满目、栩栩如生。

本次培训班邀请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江苏省无锡市精微绣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赵红育以及
无锡市精微绣市级传承人沈雨兰为绣
娘们授课。在培训现场，50名妇女齐聚
一堂，赵红育和沈雨兰给绣娘从图案设
计、绘图、配色、面料选择方面进行了讲
解，为学员们讲解了平绣、围针绣、绲边
绣针法实操等技能，提升了刺绣技艺和

精细化程度。
此次培训为期30天，向每人每天发

放50元工资，回收作品以计件模式发放

报酬。截至目前，共回收作品95件。“此
次技能提升培训班使 50名妇女掌握了
刺绣技艺，助推了产业发展，希望通过

这次培训，不断发展壮大青绣产业，让
芦花乡的妇女能够靠刺绣吃饭，为她们
增收致富提供一个窗口。”芦花乡党委
副书记许乃奎意味深长地说道。

记者了解到，芦花乡实施整体搬迁
后，就业增收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为
充分挖掘整乡易地搬迁乡镇妇女的劳动
技能，以刺绣产业带动易地搬迁后续产
业发展壮大，在家门口解决芦花乡妇女
的就业增收问题，芦花乡开展了青绣产
业技能提升培训班。通过“集中+分散”
的订单模式以及技能提升培训项目，使
芦花乡妇女在家门口解决了就业问题。

“经过这几天的培训我学会了好几
种针法和绣法，成就满满，而且我们每
天都有工资领，多劳多得，干劲很足
啊。”芦花乡朵家湾村村民蕙双梅说道。

谈及未来青绣产业发展之路，许乃
奎表示，芦花乡将紧紧围绕“河湟文化+
青绣产业”的战略布局，带领芦花乡的
妇女留住老手艺，编制新梦想，在乡村
振兴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芦花乡50名绣娘忙“充电”

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世伟 摄影
报道）8月9日，记者从海东市平安区交
通运输局项目服务中心获悉，海东市
打造的一条美丽乡村公路——平安区
洪红公路已于去年11月底完成主体改
建，目前正在实施公路护栏及停车港
湾等建设。

据了解，洪红公路改建工程位于
洪水泉回族乡和石灰窑回族乡境内，
项目总投资 1864 万元，路线总体呈自
北向南走向，全长为 11.9048千米。路
线途经洪水泉乡井尔沟村、北岭村、阿
吉营村、沙义岭村、拉树岭村及石灰窑
乡处处尔沟村，终点位于石灰窑乡红
崖村。

“全线共设置了 8 处停车港湾，新
建公交港湾2处，设计栽种行道树4762
棵，新建旅游公厕 3处、蓄水池 1处，目
前已进入收尾阶段。”平安区交通局项
目服务中心主任钟永斌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洪红公路改建工程通
过设置停车港湾、行道树、道路标线、
安防设施，营造出“车在山中行、人在
画中游”的生活和驾驶体验，极大地提
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作为平
安区西南部地区通村连乡达县的干线公
路，建成完工后将会积极促进和拉动地
方经济发展，为沿线群众创造良好的交
通基础设施条件。

近年来，平安区紧紧围绕“四好农
村路”总目标，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
兴等重点民生工程，基本形成了以国
道、省道为骨架，县、乡、村道路为脉络
的“五纵三横”区域路网体系。这些道
路通进了群众的心坎里，为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的交
通基础，受到当地群众的点赞和好评。

洪红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关注重点项目

□本报记者 李永兰 摄影报道
“镇长，什么是统种共富？它和传

统的土地承包经营模式有什么区别？”
“按字面意思，就是统一种植，共同

富裕，但区别就在于种植和经营方式不
同，老百姓的收入比以前更多了。”面对
记者的疑问，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巴
燕镇镇长马建国如此回答。

今年，化隆县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发
展新路径，率先在巴燕镇创新推行“党
建引领、统种共富”土地合作经营模式，
通过前期调研、宣传引导等方式，促使
农村“小田并大田”，以产业振兴助推乡
村全面振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海东市首次探索出来的由传
统向新型转变的农业生产经营新模式。

夏秋之交，驱车行驶在巴燕镇
150.3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层层梯田郁
郁葱葱。沿着巴吉段公路，不到 15分
钟的时间便到了金家庄村，牛羊在草
地上撒着欢，孩童们追逐嬉闹，老年
人围坐聊天……一幅悠闲自得的生活
画卷跃然眼前。

金家庄村是巴燕镇的一个纯回族
村，全村共有 301 户 1178 人，现有耕地
面积 124公顷。沿着田间的小路，村民
冶金录走进自家的田间，看着眼前一垄
垄绿油油的马铃薯，冶金录喜不自胜。

冶金录家有 6亩耕地，常年种植马
铃薯、油菜籽。但从今年年底开始，他
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了。今年
秋收后，冶金录就要把自家的土地全权
交给村上。“听村党支部书记说，到时候
我啥也不用管，就等着在家收钱。”今年
67岁的冶金录一边弯着腰除草，一边喃
喃自语。

从刚开始的“单打独斗”到土地流

转，再到种植大户创收，在前三个发展
阶段中，尽管土地面积有所扩展、种植
效益逐年增长，但在土地流转后，有的
农户在土地上的收入仍旧比较低。时
下的“统种共富”，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
一问题。

“统种共富”土地合作经营模式是
指由村党支部领办，成立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并与农户达成协议，将土地归于
集体经营，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
获、统一销售，全体村民以土地入股方
式成为合作社成员，经营方式由基层党
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所获收益大部分由

全体村民按比例分红。同时，合作社提
留部分收益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进一
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让更多
农民从中受益。

“我入股了7亩土地，协议书上写得
很清楚，一亩地保底金 60元，每年土地
收益的 70%给我，等于我不干活白拿
钱。”村民韩俊德说。

“当然，为了确保耕地不‘变味’，协
议中明确土地性质，要求管好用好入股
土地，保护好地力，不得掠夺性经营，并
负责保护好承包土地上的田间道路等
国家和集体财产。”马建国表示，目前，

巴燕镇下卧力尕村、金家庄村党支部已
相继成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两村近
267公顷土地入股到集体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进行集体化经营，在解决农户“家
门口”就业的同时，实现了农民收益最
大化。预计2024年，两村农民土地承包
收益金有望同比翻一番，人均纯收入也
能显著提高。

“现在我们用田地入股公司后，家
里的地有人管、有人种，再也不用担心
会荒废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
事。”下卧力尕村村民马宏奎的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统种共富”开启农村土地种植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化组
8月7日一大早，雨过天晴后，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巴燕镇尕西沟村的
小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从四面八
方蜂拥而来，共同见证尕西沟村党建
积分超市的建立。

走进党建积分超市里，粮油副食、
生活用品、学习用品等一应俱全。“原
来要这么兑换，我觉得这个活动很不
错，我要多攒点积分换东西，争取带一
个电饭锅回家。”村民吴奎开心地说。

随着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年，巴
燕镇党委政府充分调动各村“两委”主
动性和积极性，探索出“党建引领+网格
化+积分制”工作模式，打造惠民利民的
党建积分超市，让村民通过自治获得积
分，以实物形式兑现积分，变“单向付
出”为“双向循环”，从而在全村营造了
自觉干、比着干、争着干，“人人想参与、
户户在行动”的浓厚氛围。

巴燕镇党委书记汪伟介绍，尕西沟
村党建积分超市的建立是基层党组织引

领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推进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最直接的体现。该积分超市
通过热心集体公益、讲文明树新风、参与
乡村建设、环境卫生整治4个大项共20
个积分的方式，实打实的以积分兑换物
质，从而逐步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到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各项事
务中，不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党建积分超市的建立，目的就是
通过积分奖励的形式，让老百姓参与
村务，调动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通
过这个平台，兑换出乡风文明、生态宜
居、治理有效的新局面，形成互学互比
互促的新舞台。”尕西沟村党支部书记
张发宝介绍道。

目前，该超市以经营日常生活用
品为主，随着积分制超市慢慢走向成
熟，未来，尕西沟村将以党建为引领，
以乡村治理积分为载体，以服务群众
为目的，把积分超市打造成党群共建
共享的“红磁场”、传承文明风尚的“新
引擎”、推动基层治理的“强堡垒”。

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我家原本
养了几只鸡，前几天，乡政府根据‘庭院
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给我发放了
1250只雏鸡，这让我更有信心养好这些
鸡，希望售卖的时候能让我有个好收
入。”自从发展“庭院经济”，算起增收账
时的马尔力多了几分底气。

马尔力是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沙连堡乡关巴湾村的脱贫不稳定户，前
段时间，沙连堡乡积极探索“庭院经济”
发展模式，制定“庭院经济”发展规划，
投入项目资金 55 万元，为沙连堡乡 10

个村的11户脱贫不稳定户、家庭经济不
稳定的边缘户，分别发放雏鸡、种牛羊、
猪等养殖畜种。

在沙连堡乡，发展“庭院经济”成为
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庭院经济”项
目的开展不仅给当地群众带来物资上
的支持，更坚定了脱贫不稳定户、家庭
经济不稳定的边缘户发展养殖业的信
心，引导他们依靠双手勤劳致富，提升
造血功能。

如何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今年
以来，沙连堡乡把高质量发展“庭院经

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坚持政府引
导、农户参与，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按
照“小规模、大群体，小成本、大收入”的
思路，充分整合土地资源，积极引导群
众利用房前屋后零星地块，打造适宜发
展的“庭院经济”，在有效利用闲置土地
资源的同时，发展短平快的“庭院经
济”。

为加快“庭院经济”发展，沙连堡乡
党委政府、各驻村工作队通过实地走访
脱贫户、监测户和一般农户，宣传“庭院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实地调查农户发
展意愿和能力。

“希望我们也能将‘小庭院’打造成
为‘大产业’，让方寸之地变成增收之
所，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沙连堡乡党委书记文成
当智说，今后，沙连堡乡将把发展“庭院
经济”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将美丽
庭院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鼓励群众改
革创新，大力发展不同类型、多种经营
模式并存的“庭院经济”，切实让农家小
院变成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庭院经济”鼓了百姓腰包

（上接01版）
这一案件的顺利调解是“拉面巡

回法庭”多元化办理涉拉面人案件的
一个缩影。

群众有所需，法院有所为。在案
件办理的过程中，运用互联网大数据
平台及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优势，
通过“指尖立案，云端审判”快捷息诉
止争已成为人民法院多元化解纠纷机
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拉面巡回法庭”开到家门口
哪里有需要，法庭就设在哪里。

只要人民群众有要求，“拉面巡回法
庭”就有回应。

“您好！我们是‘拉面巡回法庭’
工作人员，今天是来为您提供上门立
案服务的。”这是打通司法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
通诉讼服务绿色通道，“拉面巡回法
庭”工作人员来到韩某某家中，为当事
人提供上门立案服务。

记者了解到，由于韩某某身体多
重残疾，行动不便，无法到庭立案。其
父母到“拉面巡回法庭”诉讼服务中
心，要求办理女儿的离婚诉讼业务，法
庭工作人员为其父母提供了详细周到
的立案服务，由于未带齐相应材料，当
日无法办理立案。

当工作人员了解到，韩某某是残
疾人且交通不便，无法到法庭立案时，
当即决定“抬起衙门就群众”，为韩某
某提供上门立案服务。次日上午，法
庭工作人员来到韩某牙家中，与韩某
某及其父母交谈，详细了解案件情况，
询问韩某某的婚姻状况及矛盾诉求，
耐心指导其填写立案审查表、地址确
认书等诉讼材料，协助韩某牙在微信
平台“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中填
写立案信息，为其办理立案手续，上传

至立案审核系统实时审核，当日上午
立案，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韩某某
办理免交诉讼费申请。

作为全省率先成立的一个品牌法
庭，“拉面巡回法庭”大力推广“家门口
的法庭”“就地审理”“上门调解”“上门
立案”等巡回审判模式，面对有困难无
法前来法庭参加审判活动的当事人，
法庭主动“抬起衙门就群众”，使特殊
群众足不出户解决矛盾纠纷。

“拉面巡回法庭”还充分运用信息
化手段，通过网上开庭、网上调解等远
程便民形式开展线上巡回审判，为群
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司法服务，将
司法人文关怀融入诉讼全过程。对涉
及拉面人的案件快立、快审、快执，高
效、快捷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降低诉讼
成本，缓减免诉讼费，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司法的多元化需求，增强人民群
众的司法获得感。
记者手记：

群众有所需，法院有所为。“拉面
巡回法庭”地处拉面之乡，切实履行为
拉面人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成了

“拉面巡回法庭”的重要职责。人民法
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在行使审判
权时，并不是简简单单为审判而审判，
而是以审判工作为切入点，让当事人
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拉面产业是海东市的一张“金名
片”。化隆县拉面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离不开司法的助力，而化隆县人民法院
也正在积极与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
促进局协商，在拉面人较为集中的地区
设立拉面巡回审判点，实现打通司法便
民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将“家门口”的
司法服务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法律的公平与司法的人文关怀，提升人
民群众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