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马彩虹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连日来，海东

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初麻乡的庄稼陆续进
入收割期，金灿灿的麦穗压弯了枝头，田
间地头呈现出一片忙碌的丰收景象。

在初麻乡下恰藏村，村党支部书记旦
正才让和村民们正张罗着用“新农机”收
割庄稼，眼里都是对“新农机”的欢迎和热
切盼望。“今年村里有了‘新农机’，一天能
收 30多亩地，与之前的人工收割相比，农
机收割既省时省力，还能保障增产增收。”
旦正才让笑着说道。

村民们眼中的“新农机”是下恰藏村
驻村第一书记张天彬和队员李勤经多方
争取和协调，于今年 8月中旬由中国友好
和平发展基金会向下恰藏村捐赠的价值
33.72 万元的拖拉机、旋耕机、液压翻转
犁、播种机、草捆打捆机等农用机械。

山大沟深的下恰藏村，位于初麻乡东
南部山区，平均海拔约 2900米，村民进村
出村都得绕山盘旋。随着这些农用机械
的投入使用，下恰藏村及其周边村民在农
忙时节解放了“双手”，当起了“甩手掌
柜”。

“过去几乎没有农机，每到农忙时节，
村里的人都是互相帮忙，起早贪黑一天下
来也只能收割几亩地，如果抓不准墒情，有
时候还会耽误庄稼收割，影响收成……”回
想起以前农忙时节的场景，旦正才让一肚
子苦水倒不完。

记者了解到，下恰藏村以种植小麦、
青稞、香豆为主，全村15户村民，平均每户
种植面积达8.67公顷。“以前，每亩地的人
工收割成本超过 180元，使用农机只需承
担油费和零件损耗，每亩地的成本只有70
元，相比以前节省了 110元。”旦正才让掰
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农机一小步，农业一大步。从传统的
“镐锄镰犁”到如今的“金戈铁马”……近
年来，初麻乡通过全力推进“小田并大
田”，加快“碎田变整田”，大部分农田实现
了农作物连片种植，并因地制宜引进小型
收割机，让“高科技”大马力农用机械成了
农户秋收、春耕作业的好帮手，极大地帮
助山头群众解决了更多的生产难题。

初麻乡党委书记马忠海告诉记者，这
些农机除了为下恰藏村的农户收割庄稼，
还覆盖了滩果村、滩果台村、拉许村等附
近山头的 7个村庄，解决农忙时劳动力不
足、传统耕作方式劳动强度大等问题，进
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农机给力，种地省力。农业现代化为
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也为
保障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
重要支撑。“我们全乡的干部群众将铆足
干劲，不懈奋斗，推动农业机械化全程、全
面高质量发展，努力让初麻大地的每一寸
土地在机械化的推动下，都成为丰收的沃
土。”马忠海说道。

大马力农机开进小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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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朵玉雪）近年来，海东市
平安区立足天然富硒资源优势，积极融入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新发展格局，加
快发展富硒农业，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富
硒产业链，提升“高原、有机、绿色、富硒”品
牌效应，切实将富硒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富硒富农”。

按照“优粮畜、扩硒菜”的思路，平安
区重点打造了 4个富硒产业园，持续培育
壮大了富硒小米、杂粮、饲草、食用菌、青
宏杏、菜籽油、马铃薯、禽蛋 8个富硒特色
产业基地，重点开发了富硒小米、冬油菜、
青宏杏、食用菌4个富硒新产品，逐渐形成
了设施农业建设标准化、果蔬加工物流
化、休闲观光农业化、技术支撑科技化、品
牌培育市场化、质量控制自动化的精品农
业发展趋势。

以富硒特色农业品牌“树得起、立得
住”的原则为根本，平安区全面推动富硒
牛羊肉、禽蛋、马铃薯、蔬菜等特色优势产
品强链升级。认证“两品一标”产品15个，
建成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马铃薯4067公顷、燕麦6000公顷，培育
“平安马铃薯”地理标志 1个，建立并高标
准运营西宁市、江苏省无锡市两个富硒产
品线下体验店，注册“硒荞湾”“平安绿雏”
等商标，依托“高原硒都”净土有机富硒资
源品牌，培育菜籽油、富硒杂粮等一批特
色农产品加工企业24家，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达98%，市场销售率达85%以上，销售渠
道稳固，品牌化经营情况良好，深受广大
用户的青睐和好评，产品远销甘肃、四川、
西藏、陕西等省区。

立足自身区位和产业基础，平安区坚
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农业发展，不
断完善人才队伍、促进产业延伸、打造农产
品品牌，打造“党旗红、惠三农”的党建品
牌，推动“党建链、人才链、产业链”实现有
机融合。同时，依托平安区数字经济发展
优势，细化梳理14个系列48种农特产品清
单，培育重点电商企业19家，打造“一乡一
直播间”，实施“新平安人点亮乡村计划”，
回引“新农人”引领电子商务、网络直播等
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农特产品“借网出圈”。

本报讯（记者 董健人 通讯员
李梅）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
治县扎巴镇党政班子同步发力，全
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
过硬”的干部队伍，有力推动了各项
事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

扎巴镇党政班子在全镇构建起
党委领导人才工作的发展格局，定
期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
工作，召开年轻干部、新任干部座谈
会，积极营造尊才重才的浓厚氛
围。充分发挥老党员、老领导、老干
部“传帮带”作用，由老领导担任导
师，老党员担任学长、村书记担任讲
师，通过教方法、传经验、压担子，解
决青年干部对镇情不熟、村情不清、

经验不足等问题，实现“三问干部”
向“三能干部”转变。同时，镇纪委
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监督检查驻
村工作，对工作敷衍、标准不高、作
风不实的问题干部进行约谈，以严
明的纪律全力锻造政治过硬、本领
过硬、作风过硬的“三硬”乡村振兴
干部队伍。

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扎巴镇
上下聚焦辖区内环境卫生整治的难
点、重点、堵点，集中人力、物力持续
实施环境卫生整治、村庄清洁、全域
无垃圾，全面整治村容村貌，推动村
庄向“净、绿、美”提升转变，努力绘就

“一家一处景、一户一幅画”的和美乡
村新画卷。同时，学习借鉴“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设立民族团
结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治
理示范村等试点村社，大力实施农村
道路改造提升、卫生改厕、增设路灯、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项目，不断补齐
全面发展的短板弱项，有效推进全镇
整体风貌和颜值提升改造工作。

在全面促进乡村要振兴工作
中，扎巴镇党政领导班子坚持宜居
和宜业并重，大力培育乡村旅游、特
色种养等主导产业，全镇发展种植
粮食作物 1933 公顷、油料作物 733
公顷。开辟了双格达村旅游露营烧
烤基地，打造了西滩村统种共富种
植模式，初步形成了集种植、采收、
运输、销售为一体的农产品产业链；

完成了南滩村洋芋规模化种植，依
托村内农产品集散中心，对接收购
方统一运销产品，实现了土地资源
使用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优化。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扎巴镇
党委政府坚持细化乡村治理工作，
将乡风建设提上重要日程，推动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
无缝对接”的网格化管理新格局。
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调整充实镇、村两级综治、应急队
伍，充分发挥 114名网格员作用，及
时收集村情民意，畅通群众诉求渠
道，主动排查辖区内的邻里、婚姻家
庭、土地权属等纠纷，全面掌控辖区
内的各类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本报记者 陶成君 摄影报道
张家村盘绣园里，土族阿姑赶

工忙；老幼村田间地头上，种植户忙
着采摘新鲜蔬菜；芦草沟山上，村集
体经济蓬勃发展……在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乡，党建引领
让这里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群众走上了幸福
康庄路。

入秋以来，在张家村的盘绣园
里，村上的妇女们时常聚集在一起，
制作盘绣工艺品。五彩的绣线，灵
巧的双手，绣出了一幅幅精美的作
品。自 2021年盘绣园建成以来，村
里越来越多的绣娘闲暇时会到这里
切磋盘绣技艺，创新盘绣工艺品，让
指尖技艺发挥经济效益，鼓了钱袋
子，暖了心窝子，绣娘用巧手“绣”出
了幸福生活。

张家村是一个土族群众聚居的
传统村落，保留了土族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深厚的民俗文化。盘绣在这里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上的妇女们
世世代代传承着独特的盘绣技艺。

2021 年 9 月，张家村两委因地
制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县乡两
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成
立了盘绣园，为村上的绣娘提供了
就近务工增收的平台。乡党委政府
充分挖掘土族民族文化潜力，传承、
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为全村群众
开拓出一条可持续的增收道路。

张家村党支部书记张顺贵告诉
记者，自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以来，村
里对传统村落和巷道设施进行了保
护，重点打造民俗文化展览区，将传
统美食、民俗、旅游、农耕文化融为一
体，并对盘绣园进行提档升级，拓展
唐卡等多种艺术产品的制作。同时
对村里的绣娘、传统美食从业者进行
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增加收入。

据盘绣园负责人介绍，自从有

了盘绣园以后，村里的绣娘有了固
定的工作场所，加上多次培训，订单
质量提高了，花样也变多了，目前盘
绣园有固定绣娘 50人，分散绣娘也
有 30多人，绣娘们在家门口就能挣
上钱，大家别提多高兴了。

离张家村不远的老幼村，这几
年的发展也是风生水起。

正值初秋，蔬菜基地里，村民们
正在田间地头忙着采摘、搬运、打
包、装车，一派忙碌景象。为了保证
蔬菜的采摘质量，互助县蔬菜技术
服务中心的技术员们正在给大家示
范指导，讲解冷凉蔬菜采摘的技巧。

村民杨玉国告诉记者：“以前大
家种植的农作物只有小麦、土豆、油
菜籽，一年下来一亩地只有 900 元
的收入。现在我们头茬菜薹已经丰
收了，种植的第二茬菜薹 9 月份就
可以采收了，周期短，收益还很高。”

这几年，面对农业发展新形势、

新要求，老幼村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土
地种植服务模式——“托管代种”，破
解农村种地增收难题。老幼村依托
土地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推进
特色农作物高质量发展，通过政府引
导、资源整合、群众参与的形式，立足
村情实际，探索土地“托管代种”模
式，大力发展以冬小麦为代表的特色
农作物产业。同时，积极尝试露天冷
凉蔬菜种植，打破了红崖子沟乡传统
农业技术含量低、收入低、农民参与
度低的瓶颈，真正实现了种植规模
化、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全乡农业产
业实现扩规增效。

今年，老幼村还种植了苦菊、生
菜等供港蔬菜 10.6公顷，村民除了
能拿到土地托管费，还可以到地里
打工，又能多一份收入。老幼村党
支部书记杨润预计，今年仅靠蔬菜
种植一项，村集体经济增收将超过
30 万元。看着冷凉蔬菜发展势头
良好，杨润就琢磨着扩大村里的蔬
菜种植规模。“一年下来，一亩地的
收成近万元，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我们得抓住这个机遇，拓宽大家的
增收渠道。”杨润说。

这些，只是红崖子沟乡党委政
府以党建为引领，培育壮大村集体
经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缩影。
近年来，红崖子沟乡锚定增产和增
收两个目标，充分依托本地资源禀
赋，坚持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以建
强组织堡垒、谋实特色产业为重点，
探索推动产业振兴全面振兴新路
子，努力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
美的百姓幸福底色。截至目前，红
崖子沟乡各村收入均有显著提高，
通过在张家村举办首届民俗文化旅
游艺术节实现全乡个体经营增收
120万元；老幼村小麦、蔬菜种植迎
来丰收，蔬菜订单高达 25 万元；芦
草沟、西山、大庄廓等5个村上半年
光伏收益也达 20 万元左右。全乡
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乡村振兴的
美好愿景正逐步实现，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的百姓幸福底色正在进
一步具象化。

扎巴镇全力打造乡村振兴“主力军”

红崖子沟人走上了幸福康庄路

为倡导文明交通新风尚，进一步提升海东市平安区群众的交通文明意识、安全意识
和法治意识，近日，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携手海东市第二中学的“志愿者
们”来到平安区重点路段开展“礼让斑马线”主题交通安全劝导活动。通过口头温馨提
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一盔一带”交通安全宣传，倡导大家自觉摒弃交通陋习，
增强文明交通意识。 本报记者 贾丽娜 摄

平安高质量铺就富硒产业路

□本报记者 朵玉雪 李永兰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江苏

无锡与青海海东，一个位于长三角腹
地，是太湖明珠；一个地处青藏高原东
部，为青海门户，虽然相隔千里，却已
是8年的“故交”。

自 2016年结对共建以来，两地在
产业项目、教育医疗、劳务协作、社会
帮扶等多个领域密切交流、共建共赢，
谱写出一首首东成西就、跨越山河的

“锡海情歌”。
8 月 30 日，无锡—海东新闻采风

团来到海东市乐都区胜道农业薯条工
厂。薯条工厂建设现场，工程机械轰
鸣，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进行着各项
作业。

作为今年东西部产业协作的重点
项目，该工厂于今年5月启动建设，短
短几个月，一期项目已经封顶，预计在
10月份投用。

“乐都适宜马铃薯生长，这里生产
的马铃薯具有淀粉含量高、储存周期
长、口感沙滑的特点。”乐康特色农林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白万林告诉记

者，乐都区地处青藏高原的河湟谷地，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马铃薯是乐都
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广、产量
大，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主
要农作物，马铃薯产业在乐都区农业发
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4年，无锡市惠山区对口帮扶
乐都区联络组深入调研，积极谋划，充
分利用有效资源，细致设计，对接协调
无锡企业投资落户，努力做好产业协
作，早谋划、抓落实、早建设、早投产，
切实帮助乐都农户增收致富。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就在今
年 1 月份，无锡市惠山区与乐都区携
手打造的总投资1亿元的胜道农业薯
条工厂项目正式签约，此次签约让东
西部产业协作再添新成果，也拉开了
2024 年无锡市惠山区和海东市乐都
区两区携手协作、共同促进乐都区产
业发展的序幕。

胜 道 农 业 薯 条 工 厂 项 目 作 为
2024年东西部产业协作重点项目，由
无锡市惠山区江苏胜道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海东市乐都区乐源盛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是惠山区对口帮扶乐都区东西部
产业协作体系中的重点项目。

白万林介绍，胜道农业薯条工厂
占地约 2.1万公顷、总建筑面积 1.1万
平方米，其中建设标准化厂房6950平
方米，冷库 1840 平方米，检验检疫中
心及办公用房2060平方米，附属用房
150 平方米，主要进行薯条薯片、玉
米、蚕豆、豌豆等农产品收购加工，蔬
菜水果分拣包装及深加工等。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
亿元，将带动 281户 860多人增收，直
接提供就业岗位 80个，人均年增收 3
万元以上，对助力东西部产业协作再
添新成果具有重大意义。

“除此之外，乐都区将组织开展农
产品保底收购，保障种植户利益，预计
年收购各类农产品2万吨以上。”白万
林告诉记者，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即
将建成的薯条厂是一条通往致富路的
捷径。

薯条厂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有力

推动当地马铃薯等农作物的规模化种
植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此外，还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
展，如原料种植、物流配送、市场销售
等，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以山海为远，共以初心为链。
多年以来，无锡帮扶海东的脚步从未
停下，山海相连不单单是文化、语言上
的简单交流，更是跨越千山万壑，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一场壮举。

想群众所盼，谋项目、兴产业、办
实事、促增收，在这场东西部协作的宏
伟实践中，无锡与海东携手并肩，共同
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而胜道农
业薯条工厂的成功实施，无疑是这一
新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对于百姓而言，这不仅是一段跨
越地域的协作佳话，更是两地人民携
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写照，也
将进一步推动东西部协作向更高质
量、更深层次发展。在两地通力协作
的过程中，无锡—海东已成为东西部
协作的典型代表，双方正在以更有力
的举措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探访海东首家薯条加工厂
——无锡—海东新闻采风活动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记者 贾丽娜）近年来，海东
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坚持以“训前求准、
训中求实、训后求效”机制为总抓手，推动

“供”与“需”精准匹配、“教”与“管”一体推
进、“学”与“干”有效衔接，“全链条”抓好
驻村干部教育培训，持续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助力赋能。

循化县精心配备师资，邀请重点行业
部门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开展专题授课，
结合驻村工作实际，设置涵盖党性教育、
政治理论、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村级集体
经济等方面的理论课程，夯实驻村干部的
理论基础和思想根基。突出实战导向，以
知识评测、大练兵比武竞赛、模拟访谈、座
谈交流等形式，做到场景化培训，不断巩
固提升学习成效，解决“本领恐慌”。

为进一步发挥县级培训班“兜底保
障”作用，循化县科学设置骨干班、普及
班、强化班三类培训班次，通过理论讲解、
现场观摩、交流研讨等方式，第一时间对
驻村干部进行全员培训，有效解决新任驻
村干部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的同
时，严肃培训纪律，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把严“全过程”，严格管理，不断在
培训中考察识别干部。

此外，循化县落实好“日学习”机制，
组建学习小组，围绕提升驻村干部履职能
力，通过互问互答、模拟访谈等方式，做实

“延伸学习”，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
作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在实践中检验

“交卷成果”，确保应知应会内容入脑入
心，真正做好培训“后半篇”文章。

循化“全链条”抓好驻村干部教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