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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晓华
“油菜油菜，10斤 5块。”“红薯一块五

1斤，又香又甜，快来买喽。”近日，在海东
市乐都区下营藏族乡“望”集上，一阵阵叫
卖声、吆喝声不绝于耳，前来购买的游客
熙熙攘攘，热闹不已。

菜籽油、土鸡蛋、萝卜、洋芋……在村
民摆出的摊位前，各类农副产品应有尽
有，品种齐全。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吃了
放心。”“村都没出，在家门口就赚到了钱，
真是太方便了。”村民一边忙着吆喝一边

高兴地说。
“这牛肉新鲜得很，我买几斤回去炒

菜吃。”在禽畜销售区，游客张女士拿着刚
买的新鲜牛肉赞不绝口。她说，下营“望”
集上农副产品品种丰富，绿色新鲜，真是
不虚此行。

乡村集市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物质
丰富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新时代
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发力点，有力助推了
农副产品销售，切实带动了人民群众增
收。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春节日

益临近，置身于年味浓郁的乡村年货大
集，会使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情、乡愁。下
营乡充分挖掘消费潜力，结合本地实际，
建成特色鲜明的下营“望”集，集市“乡”味
十足，吸引了不少村民到此淘“土货”，进
一步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一天总共卖了将近5头牛，现在牛肉
的销路不太好，还要感谢政府给我们的产
品找到了销路。”下营乡上营村养殖户将
自家喂养的牛、羊集中到这里进行售卖，
短短一天半的时间，销量喜人。

据了解，下营集市定于每月农历十五

开市，形成下营特色赶集文化，这种形式
不仅有助于传播当地特色民俗文化，还吸
引了更多游客到下营游玩、购物，打通了
农产品销路，促进了农民增收，进一步推
进了文体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推动了一
业旺到多业旺的转变，以文旅之笔绘就乡
村振兴新画卷。

乡村大集“赶”出幸福年味儿

□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马芳 摄影
报道

1月 22日，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
族自治县中川乡金田村八社、九社的巷
道里，路面整洁敞亮，沿途因地震散落
的秸秆、木桩、碎砖都已码放整齐，路面
上扫帚划过的纹路清晰可见。正前方，
村民正在清理路面上的泥土，一台挖掘
机正在将垒起的土堆摊平。

在中川乡清二村，村民王成的家位
于村道和主干道连接处，外墙倒塌，影
响车辆和人员安全出行。王成告诉记
者，房屋评定结果出来以后，他和家人
就已经开始了生产自救，看到清洁队伍
沿着街面清扫下来，他也拿着铁锹加入
了队伍中。

当铲车把立了 40 多年的木门推倒
时，王成说：“有这么强大的祖国，家园
会更美，我的大门也会更气派。”

连日来，民和县灾后房屋安全鉴定
工作全面完成，县委县政府迅速专题研
究部署，加快推进灾后村庄废弃物、垃
圾等的清理工作，及时安排受灾乡镇鼓
励村民积极投工投劳，全力开展整治清
理，推动灾后重建工作展开。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结
合人居环境整治和‘三清三改’专项行
动，中川乡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充分发
挥村‘两委’、党员、保洁员、护林员的作
用，积极引导本村村民自发自愿、半工
半劳，主动吸纳本村受灾较重村民通过
以工代赈的方式重建美丽新家园。”中
川乡副乡长林海俊介绍道。

“金田村通过前期申报，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确立了务工补贴标准，并呼
吁村民自愿参与，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

到钱，还能靠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是
一举两得的好事。”金田村监委主任杨
寿元说。

有呼吁就有响应。金田村七社社
长张德英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党
员，地震发生后，他始终冲锋在一线，在
此次清理残垣断壁重建家园的行动中，
张德英再次主动请缨，投入灾后重建工
作中。他说：“有钱没钱无所谓，重建家

园，大家一起努力。”
45 岁的村民杨全英在地震中房子

被毁，一家6口被安置在集中安置点上，
接到通知的他也加入队伍中。记者见
到他时，他正在卖力清扫着。他说：“有
党和政府的关心，我吃穿不愁，现在也
有了赚钱的机会，往后的日子也会像我
扫过的路面一样明亮、有奔头。”

与此同时，官亭镇13个村也吹响了

清理残垣断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冲
锋号。在官亭镇喇家民俗村，25名工人
一字排开清理着院墙后的碎砖。村党
支部书记喇相德说：“明天我们要召集
更多的人参与到清理家园的队伍中，争
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清理工作。”

目前，民和县 6个受灾重点乡镇正
在抓紧有序开展清理工作，全力推动灾
后重建工作。

□本报记者 张璐 通讯员 马芳
1月23日，寒潮突袭，气温骤降。海

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金田村村民
杨户明和妻子祁秀梅有说有笑地打扫
着自己重新修缮加固的“新家”。

一看到记者，杨户明就热情地介绍
起了他这两天的劳动成果。原来，积石
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杨户明一家处在
砂涌地质灾害风险区，房屋框架受损，
承重墙倒塌，墙体出现大面积裂缝，房
屋安全鉴定结果为 C 级。按照民和县
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他们一家被
安置在了金田村集中安置点上。

这些年，杨户明走南闯北一直在工
地上摸爬滚打，30多年的工地生涯让他
熟悉建筑领域的任何工种，靠着努力和
诚信，承包工程发家致富，也成了村上

人人口中的“杨老板”。
坐北朝南的围墙里面是全松木的

五间榫卯结构加砖混的房子，中式装
修点缀，字画墨宝悬挂，如果不是侧
墙上清晰可见的裂缝，松木上多余的
眼孔和钢钉以及这几天修缮落在门
框、地面上的木屑和尘土，任谁进去
都会感叹主人家的别具匠心和对生活
的热爱。

“房子在家就在，我舍不得拆掉，框
架受损了，我就自己想办法修好，这样
就能在家里过年了。”杨户明说道。

1月 19日，杨户明和妻子就开始了
加固修缮，多年的建筑经验，对杨户明
来说修缮加固也是轻而易举的。

“梁柱散开了，我主要采用钢丝进
行加固，在两个房梁上钻眼把钢丝穿进

去再利用杠杆螺旋原理拧紧，这样房子
就固定住了。”杨户明指着房梁介绍着。

如果不是裸露在外的钢钉、洞眼和
钢丝留在木头上的勒痕，从房屋内部一
点都看不出来受损的痕迹，只能惊叹于
巧妙的加固技术。

记者看到，在正房和侧房的承重墙
位置，除了与整个房屋木头颜色上有新
旧差异以外，其他地方毫无违和感。而
走到侧房时，还没有修缮完成裸露在外
的砖块和缝隙才让记者看到杨户明的
用心和专业。

原来，地震发生时，位于两间房中
间的墙体坍塌了，但梁柱承重未受影
响，杨户明就利用家中的板子一层一层
拼上去，做了一面木板“承重墙”，两面
挂上字画，既美观又实用。

杨户明说：“整个房间材料费才用
了五百多块钱，家园重建只要用心，什
么困难都是暂时的。”

在他家的后院里，码放着很多的木
板。地震发生后，杨户明主动把工程上
要用的板子都拿出来让救援人员铺路
通行。抬板子到受灾现场的那个夜晚，
对杨户明来说此生难忘。

“我希望我的设备、技术能帮到更
多的乡亲，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年前在
自己家热炕头上过年都不是问题。”杨
户明说道。

杨户明主动修缮房屋仅仅是民和
县各族儿女不等不靠不要，齐心协力共
建家园的一个小缩影。大家相信，只有
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守望相助，才能福
暖四季，顺遂安康。

本报讯（记者 周晓华）日
前，经青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海东
市乐都区高庙镇旱地湾村互助
幸福院、共和乡联星村互助幸福
院、瞿昙镇徐家台村互助幸福院
等 9 家互助幸福院被评定为二
星级互助幸福院。

2023 年以来，乐都区深入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
以“一老一小”关心关爱工作为
载体创新管理机制，优化服务内
容，兜牢民生保障，用实际行动
牢牢托起“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的幸福生活。

乐都区全方位促进养老服
务发展，加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监管，实现区、乡镇信息互
联互通，以信息化手段整合各类
社会服务资源，强化动态管理，
实施精准服务，对服务组织、服

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进行线上监
督，确保服务质量。从农村老年
人的切身需求出发，加强探索

“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在全区
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73所。

同时，乐都区扎实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不定
期对养老院的运营管理、生活服
务、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等
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养老机构健
康运行。通过农村互助养老幸
福院建设，优化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供给，强化基本养老服务要素
支撑，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最低
成本和最高质量相互契合，切实
把互助幸福院打造成老年人乐
享晚年的“幸福家园”，极大改善
了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特
困老人、高龄老人的生活环境，
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乐都新增9家
星级村级养老服务设施

□本报记者 李永兰
冬闲时节，棚外静谧萧瑟，棚内生机

盎然。走进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东门村，
一栋栋日光温室成方连片、整齐划一地排
列在地头，宽敞明亮的大棚里温热的气息
扑面而来，一株株辣椒在农户的精心管护
下长势正旺，一派绿意融融、生机勃勃的
景象。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高标准智能日
光温室，高店镇共有 22座，温室内全部设
计安装物联网控制系统，实时监测光照强
度、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含
量等关键信息，通过物联网系统反馈到手
机操作平台中，针对关键信息通过手机实
现开关窗、卷帘、通风等无线传输操作控
制，确保棚内农作物拥有属于自己的“专

属”生长环境，极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户双
手。

近年来，高店镇坚持党建引领，围绕
兴产业、促增收的发展思路，依托土壤富
硒、昼夜温差大的地理资源优势，精准锚
定大棚果蔬种植作为高店镇特色富民产
业，积极争取项目扶持，整合土地资源，
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农户”的模式，以

“一村一品”、因地制宜、调整调优产业结
构为重点，在高店镇集体土地上建成了
总投资 858万元，占地面积 6公顷的主动
蓄热式温室大棚，用于种植高品质绿辣
椒，辐射带动周边各村产业发展和劳务
经济增收。

据高店镇党委书记晏尚福介绍，通过
大棚项目收取租赁费和土地流转提取服

务费等途径，为村集体实现增收约 50 万
元，解决季节性用工200人次，年人均增收
约 1.92万元，有效带动了村内剩余劳动力
就近就地就业，着力走出了一条抓党建兴
产业、联农带农富农的新路子。

“温室大棚建在家门口以来，给我们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们可以就地就业，
庄稼种上了，孩子和老人也照顾上了，赚
来的钱还能额外补贴家用支出。通过参
与辣椒种植我们也学到了先进的种植技
术，开阔了视野，明年我们也想租赁大棚
自己种植，增加家庭收入。”谈起温室大棚
的好处，村民奎乐英高兴地说。

晏尚福说，去年以来，高店镇通过强
化党建引领，盘活用好村集体资源资产，
大力发展大棚产业，切实增强村级组织的

“造血功能”和“带富能力”，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蓬勃发展，让群众到大棚基地既能务
工又能学技术，今后我们将继续鼓励扶持
农户承包经营大棚，提升农民农业技能，
切实让群众生活富起来。

“大棚经济”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
子”，也鼓足了村民的“钱袋子”。今后，高
店镇党委将积极发展乡村特色高效农业，
全面推行“党建+”工作机制，打造产业共
富区，在“大棚经济”上做文章，延长产业
链，增加产品附加值，由零星种植发展到
规模化种植，设计包装、注册商标、申报绿
色食品认证，流转土地、建起冷链加工包
装车间等，带领村集体走上品牌化发展的
道路，助推产业壮大升级，让温室大棚变
为农民的“致富棚”。

温室大棚种出好“钱景”

干群一心 重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记者 胡生敏 通讯

员 王文浩）2023 年，海东市平
安区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
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
生、防风险、保安全，扎实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经济运行稳中向
好，有力带动全年居民收入持续
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平安
调查队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
平安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9966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1元，同比增长 6.3%，增速高
于全省0.4个百分点。从增速来
看，位居全市第 3 位，从绝对值
来看，位居全市第1位。

“分城乡来看，平安区城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9311
元，同比增加 1670元，增速为
4.4%，从增速来看，位居全市
第 1 位，从绝对值来看，位居
全市第 1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6029 元，同比增加
1213元，增速为 8.2%，从增速
来看，高于全省和全市0.2个百
分点，位居全市第 2 位，从绝

对值来看，位居全市第 2 位。”
国家统计局平安调查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工资性收入是平安区居民
收入最主要来源和增长点。近
年来，平安区突出就业优先政
策，统筹抓好高校毕业生、脱贫
人口、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创业工作，实现城镇失业人员就
业 600余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4.05万人次，高校毕业生总体
就业率达到80%以上。支持“蚂
蚁服务星站”等产业项目扩大规
模，不断开拓青绣、家政、康养等
新的就业渠道，实现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

在此基础上 ，持续强化“一
老一小”服务保障，有序推进农
村困难老人集中供养，健全困境
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
系。完善大病保障及医疗救助
制度，持续落实社保减负政策，
有序推进社保提标扩面工作，不
断改善城乡低收入家庭、特困供
养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生活。

平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全市首位

□本报记者 邓成财
“朱书记，真的太谢谢你们

了，没想到被拖欠这么久的工资
还能要回来！”近日，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东山乡吉家岭村村
民张志伟来到村委会向驻村工
作队表示感谢。

去年 8月份，张志伟带着一
脸的疲惫和焦虑来到吉家岭村
村委会，向驻村工作队求助道：

“我在西宁市城东区干活，活干
完了老板不给工钱，朱书记你们
懂法律，能不能帮我把工资要回
来呀？”

驻村“第一书记”朱高强得
知情况后，马上了解情况，得
知张志伟曾在西宁市城东区从
事保安工作，工作已满一年，但
公司却以经营困难为由，拒不
支付其 1.7 万元工资。为了帮
助张志伟讨到工资，朱高强与
队员多次深入企业，与该企业
负责人沟通协调，从法、理、情
入手，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该企业支
付了张志伟 1 个月的工资，并
承诺其余部分将于今年 5月份
全部结清。

“如果公司不信守承诺，5
月份还不结清张志伟的工资，我
们将走司法程序，用法律的手段
帮助我们的村民讨要回工资。”

“第一书记”朱高强说。
以上事例只是吉家岭村驻

村工作队的日常工作缩影，类似
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

李生寿是吉家岭村的监测
户，在西宁市务工，去年 6 月份
患病，需长期治疗服药，家庭生
活拮据，驻村工作队多次前往西

宁市城中区莫家街看望慰问李
生寿。

近日，朱高强和工作队员李
成武又带着慰问物资去看望慰
问李生寿。交谈过程中，得知李
生寿因病被工作单位辞退，家庭
陷入困境。驻村工作队从医院
了解到，以李生寿的身体情况，
目前可以继续从事原来的工
作。于是，工作队又到李生寿原
来工作的单位说明情况，请求恢
复李生寿的工作岗位，一番沟通
协调后，该单位同意恢复李生寿
的工作岗位。

“我又可以在小区物业上班
了，每月包吃包住收入近 3000
元，还能就近照顾家里的老小，
感谢工作队的帮忙。”李生寿激
动地说。

除此之外，自 2019 年吉家
岭村幸福院开院以来，驻村工作
队协调派驻单位，一直为幸福院
提供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折合人
民币 7万余元；驻村工作队想方
设法高标准发展保洁、保安、垃
圾清运等到户产业，截至目前，
到户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务工
农户月收入达2700余元……

自 2018 年驻村以来，朱高
强和队员们始终心系群众，将群
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村民
们一直夸驻村工作队有担当、有
责任、有爱心。

面对群众的连连夸赞，朱高
强却说：“为群众服务是我们工
作队的本职工作，以后我们持续
将在访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上
下足功夫，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
搞好服务，做群众的贴心人。”

朱高强
身体力行做群众的“贴心人”

受灾村民修缮受损房屋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