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实习记者 朵玉雪 通讯员 李
桂年

“王书记，你在不，我的家人自去
年8月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后至今未
得到事故处理，现在不知道咋办，乡上
能不能为我们指导一下？”

“好的，没问题，你拿着案件的相
关资料直接到乡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
心办事大厅登记……”8 月 17 日上
午，海东市平安区沙沟回族乡党委副
书记王胜龙接到沙沟村村民星生军的
电话。

没过多久，一场围绕此案件的社
会治理分析研判会在沙沟乡乡贤能
人调解室迅速组织起来，当听完当事
人的陈述，综治中心、法庭、司法所、
乡人民调解员各抒己见，司法所所长
达皓就本案办理的流程和时间进行
了梳理，法庭庭长祁生忠对诉状中所
申请的赔付表述和清单不详等问题
为群众提供专业的意见，服务中心主
任王胜龙直接连线代理律师，现场询
问案件推进的情况，为村民答疑解
惑。

“没想到乡政府、司法所、法庭还
能联合办公，办事效率高，真是太感谢
了。”星生军拉住王胜龙的手感动得说
不出话来。

无独有偶，近期，沙沟乡石沟沿村
的两个农户发生宅基地纠纷，乡社会
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受理后，将案件分
流指派给乡妇联主席严新发、乡贤调
解员祁秀花及司法所管理人员到现场
协调解决，最终工作人员通过法律宣
讲和情感沟通，为双方当事人深入讲

解《民法典》《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条
例》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和解，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
果非常满意，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纠
纷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两场棘手的调解案件都是沙沟乡
探索“多中心合一”基层社会治理新模
式的成果。今年以来，沙沟乡在平安
建设千分制考核和市域社会治理格局
不断推进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多中心
合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进一步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全
面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目前，沙沟乡已将综治中心、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站、人民
来访接待室、人民法庭诉讼指引室、心
理咨询室等多中心整合，形成综治中
心、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卫生院、中
心学校等为成员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格局，整合各部门力量，形成集“受理
登记、分析研判、联合调处、限时办结、
跟踪督办、定期回访、评价督导”等为
一体的九步闭环运行流程，制定了一
站式服务、一窗受理、轮流坐班、领导
接访、中心吹哨、部门报道联席会议等
制度，打造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共
同体，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变为
服务群众“零距离”，实现了乡村事务
服务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基层
治理水平显著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
度也随之提升。

沙沟探索“多中心合一”

基层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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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韩世伟 通讯
员 董杰伟）近年来，海东市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着眼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积极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培
养机制，致力于早日将年轻干部培养
为可靠接班人，推动干部青蓝相继、
薪火相传。

民和县优化年轻干部成长路线，
健全完善日常发现机制，通过组织推
荐、无任用推荐、近距离接触等方
式，结合平时考核、专项调研和年度
考核结果，全面分析年轻干部专业、
党派、从业领域等结构，精准掌握干
部现实表现和工作实绩，为年轻干部
精准“画像”，建立优秀年轻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女性干部、党外优秀
干部人才库。

为抓好年轻干部教育培训、实践
锻炼，民和县注重引导年轻干部在基
层一线建功立业，将新考录公务员安
排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
中压担成长，提升破解难题、服务群
众的本领。畅通年轻干部成才渠道，
遴选优秀年轻干部到县直机关单位跟
班学习，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年轻
干部多岗位历练，常态化做好跟踪培
养和全程培养。

民和县坚持严管厚爱，积极选拔
任用政治素质过硬、工作实绩突出、
作风廉洁自律的优秀年轻干部，持续
用好职务和职级“双通道”。上半
年，对在重点工作中敢于担当、实绩
显著的 18名同志提拔任用，76名同
志晋升职级。强化组织、纪检、政
法、信访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多途
径、多渠道掌握年轻干部政治表现，
坚持八小时内外管理相统一，动态掌
握各单位年轻干部作风情况，对出现
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规
范年轻干部健康成长路径。

此外，民和县建立“锻炼在基
层、提拔在一线”的年轻干部选拔任
用体系，合理设定年轻干部比例，坚
持层层递进选拔，确保堪当重任的年
轻干部用当其时、用当其位。综合考
虑干部个人的性格气质、专业特长以
及发展方向，结合岗位的实际需求、
难易程度，把合适的人用在适当的地
方，对实践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优
秀年轻干部不拘一格大胆起用。同
时，畅通干部“下”的渠道，让不担
当不作为者“让位子”，树立重实
干、实绩的导向，激励年轻干部干事
创业、奋勇争先。

民和构建“选育管用”

全链条培养机制

□本报实习记者 鲁亚娟 摄影报道
从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文都

藏族乡进入尕楞藏族乡境内，沿途风
景秀丽，草木青翠，18 道崎岖的山弯
后，处于山坳中的尕楞乡显露眼前。

尕楞乡位于循化县西南角，距循
化县城 35公里，属半农半牧乡。长久
以来，这里的群众依靠传统的种植和
养殖为生，收益低、结构单一是尕楞乡
发展农牧业的短板，在探索多渠道增
收的路上，比塘村村民多巴走出了一
条新路子。

2017 年，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打拼了 15年的多巴因思乡情切，选
择回到家乡比塘村。当年，多巴当选
为村委会主任。

“当上村委会主任后，我还让甘孜
那边的人来收购我们的黑青稞，但他
们说太远了不来。”多巴表示，多年在
外经商的经历让他走遍了很多地方，
因此，他深知家乡的黑青稞、菜籽油等
农特产品的品质有多好，但这些农特
产品受到山高路远的限制，并没有走
出去。

多年来，一个现实因素横亘在多
巴和比塘村村民眼前，进入尕楞乡的
盘山公路宽度只能容许两辆车贴面通
行，18道弯成了必经之路，大型半挂车
无法进入，小型货运车一趟趟来回跑
运费贵，这些都是发展路上的“拦路
虎”。

也就是从那时起，多巴一边为村
民服务，一边开始继承祖辈的衣钵，研
究黑青稞酩馏酒制作技艺，并在限制
比塘村的发展短板上想办法，让本地
农特产品走出大山。

在尕楞乡，黑青稞几乎是每家每
户都种植的作物，除了做糌粑时使用
一部分外，大部分会被村民酿成酒，
供节日和亲朋相聚时饮用，因此，比
塘村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或多或少的
掌握青稞酩馏酒的制作技艺。但这
种技艺和黑青稞一样，并没有转换成
经济价值。

多巴的父亲和爷爷都拥有一手精
湛的酿酒技艺，回到村里的这些年，多
巴向爷爷和父亲潜心学习酿酒技艺。
2019年卸任村委会主任后，他于 2020
年投入48万元成立了央渠农畜产品有
限公司，立志要将本地特色的青稞酩
馏酒销售出去。

黑青稞酿酒需要大量的青稞，多
巴家 1.1 公顷的耕地自然不够。自从
开始酿酒后，多巴开始收购村里的黑
青稞，以这种方式带动村民种植的积
极性。“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收购黑青稞
的时候，在一个农户家收购了4000斤，
但他们家还有 6000斤黑青稞在积压，
当时我的内心特别复杂。”多巴表示，
清楚比塘村发展困境的他在此后的生
产过程中更加注重酒的质量，从开始
生产到如今，一直采用古法酿制技艺。

“我们藏酒古法酿酒技艺，有‘制
曲、发酵、蒸馏、储藏’四大工序，每一
道工序都需要人工悉心照料。第一步
制曲需要将清洗后的黑青稞倒入锅内
慢火烧制 7小时，火不能大，不然酒会
有煳味。煮熟后倒入大筛子里晾晒，
撒上酒曲拌匀，转入陶制容器内密封
进行长时间发酵，至于发酵的完成度
就需要有经验的师傅去操作，等到酒
水变清澈且不黏手，再次倒入锅中密
封加热，接入冷却缸后，蒸汽随着管子
进入冷却缸变成蒸馏水，蒸馏这一步，
需要每隔 15分钟换一遍水，保证水温
不会过高。再进行过滤后装进瓦罐或
酒坛，在地窖封藏一年以上。”对于酿
酒过程，早已烂熟于心的多巴严格恪
守工序，因此造就了醇香味美、广受好
评的传统青稞藏酒。

自从开始生产以来，多巴的黑青
稞酩馏酒从最初的销售给全村各户到
如今的用快递发往全国各地，从刚开
始的担心销售不出去到如今的供不应
求，黑青稞在多巴的努力下已经打开
了多地市场。

“乡村振兴要有好产业，好产业要
有好产品。”在多巴看来，这 3年来，他
的所作所为都在深刻践行着这句话。

为了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多
巴一直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村民收
购黑青稞，每一百斤多给村民20元钱，
每年收购的黑青稞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生产的青稞酒产量相应地也在逐
年增加；每年有8个月酒坊都要进行酿
酒工作，这期间产生的就业岗位，带动
了4名村民就业增收。

公却卓玛自从嫁到比塘村后，就
奔波在各地的工地之间，自从多巴的
酿酒坊开业后，她成了第一批直接受
益的村民。如今，每月 2800元的工资
不仅能够支撑家里的基本开支，还能
照顾家庭和孩子，一举两得，让她喜不
自胜。眼下，正是尕楞乡农作物丰收
的时节，多巴专门放假让他们去收割
各自家里的农作物，等到收割完成后，
他们就会继续回到酒坊工作。

自从给村民放假后，儿子多杰东
智就成了多巴的好帮手。在父辈们的
精心教导下，如今，多杰东智对青稞酩
馏酒制作过程中的换水、掌握火候、试
水等这些工序都得心应手，黑青稞酩
馏酒制作技艺也从此有了传承下去的
无限可能。

如何把短板补齐、把劣势转换成
优势，多巴的酒坊给出了全新的答
案。因为山大沟深，所以有原始的资
源和技艺，因为交通不便，所以一传十
十传百的好口碑能让黑青稞酩馏酒走
得更远。

放眼未来，多巴还想继续扩大规
模，把更多当地的农特产品用自己的
方式销售出去，带动更多村民从农业
生产中得到实惠，以此推动乡村振兴。

黑青稞变身深山致富宝

□本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化组
雨后的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巴

燕镇尕西沟村绿景怡人，生机盎然。
天刚亮，村民吴洪昌和徐桂花就起床
了，夫妻俩数了数手里的积分卡，商量
好今天要去“党建积分超市”给儿子兑
换足球。

走进尕西沟村的“党建积分超
市”，粮油副食、生活用品、学习用品等
一应俱全，小小积分让群众生活更受
益，让幸福“近在咫尺”。

随着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近年
来，化隆县巴燕镇紧紧围绕“倾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抓普惠强服务、保稳定促
和谐”工作目标，在全镇掀起“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的热潮。

尕西沟村“两委”立足当地实际，
不断探索“党建引领+网格化+积分
制”工作模式，打造出惠民利民“党建
积分超市”，结合热心集体公益、讲文
明树新风、参与乡村建设、环境卫生整
治4个大项20个积分方式进一步激发
广大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为增进党群
关系搭建新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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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参与
村务，调动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
通过生活的点点滴滴攒积分、攒文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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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积分激励机制破除群众“等
靠要”思想，让群众从“要我干”变为

“我要干”，从“一旁看”转为“一起干”，
这是尕西沟村走“自治”之路，提升群
众内生力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尕西
沟村“党建积分超市”建成运行半个月
以来，兑换区共集中兑换积分4次，兑
换商品5件，惠及15人次，累计奖励兑
换积分 41 分，折合发放人民币 230
元。积分兑换切实将软实力变为硬指
标，不断增强群众“劳有所得”的荣誉
感和获得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动力。

“党建积分超市”

让幸福“近在咫尺”

本报讯（记者 蒋晖 通讯员 马青
龙）近年来，海东市平安区紧紧围绕产
业振兴重中之重，通过提升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做强主导特色产
业，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乡村振
兴蓄势待发，为群众拓宽增收之路。

今年以来，平安区聚焦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积极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完成农业播种面积
2.03 万公顷，整治“非粮化”500.46 公
顷。上半年全区肉类总产量达0.35万
吨，禽蛋产量 0.08万吨，奶类产量 0.13
万吨，畜禽出栏 9.31 万头（只）。将发
展特色产业作为重要发展支撑，立足

资源禀赋，明确产业发展重点，抓好关
键品种，打好平安富硒马铃薯、果蔬、
食用菌、苦荞、绿雏鸡蛋、富硒小米、扎
门土鸡、柴火鸡等“特色牌”。以绿色
有机认证为主，重点打造蔬菜马铃薯
现代农业产业园，马铃薯和小麦等制
繁种基地、饲草生产基地、青贮玉米种
植基地、食用菌种植基地和富硒小米
示范基地。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1
万公顷，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同步推广
绿色防控和有机叶面肥，强化示范引
领和技术培训，推动科学施肥、绿色防
控技术推广应用。开展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示范，残膜回收率、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分别达90%、84.1%、90%。

平安区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重要
位置，多措并举发展产业、稳定就业、
促进创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成全
区 8个乡镇（街道）102个行政村 15893
户农户 74.13 万元对实际种粮农民的
一次性补贴，完成全区8个乡镇（街道）
102 个村 17957 户 1813.99 万元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的发放工作，发放全区8个
乡镇（街道）21385 户 8.29 万人 243.58
万元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
金。依托2023年人影防雹工程和村级
防疫员项目，吸纳 20名人影防雹民兵

和 104名村级动物防疫员从事相关工
作，累计增加工资性收入185370元。

平安区瞄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动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乡村发展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针对 155 个问题厕所，制定
完善整改工作方案，建立“一村一台
账、一厕一张表、不漏一处”工作机
制。目前 155 个问题厕所已整改完
成，台账资料已整理完毕。此外，
2023年计划在平安街道 6个村新建户
厕 825座，目前，已完成厕所修建方案
编制工作，年底前完成修建工作。

平安发展特色产业 拓宽群众增收之路

法治法治海东海东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新秋 通讯
员 李彦）近年来，海东市乐都区不断
创新消费帮扶模式，努力拓展消费帮
扶领域，加强特色产品产销对接，有力
促进了乐都区农村群众增收致富，为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乐都区对接无锡市惠山区政府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对
口帮扶单位，将消费帮扶纳入定点帮扶

和结对帮扶工作内容，通过“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等方式促进农特产品销
售。积极邀请省外企业到乐都区进行
考察，逐步建立产销关系。截至目前，
东西部和中央定点帮扶单位采购乐都
区农特产品共计 644.26万元。持续加
强“832”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
台宣传推广力度，积极引导区内合作
社、企业入驻“832”平台。目前，乐都区
入驻“832”平台企业共计6家。

为打造多个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套
餐，引导全区各单位充分利用工会经费
以及驻村联点帮扶单位的有利资源采
购消费帮扶套餐，截至目前，采购消费
帮扶产品4648套，价值95.1万元，带动
3294户群众增收，其中脱贫户455户。

为充分发挥双向交流干部资源优
势，乐都区积极主动对接交流单位，加
强沟通交流，宣传推介本地农特产品，
努力拓展销售渠道。在“双向交流干

部”的牵线搭桥下，中国农业银行江苏
盐城分行与乐都区电商企业建立产销
对接关系。值得关注的是，乐都区借
助“青洽会”、农畜产品推介会等平台，
开设“消费帮扶产品专区”，组织农特
产品生产企业参加省内外各类展销
会，并多频次组织本地企业赴省外开
展农特产品宣传推介活动，努力与省
外采购商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和
消费帮扶关系，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乐都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帮扶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