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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点都是新院子，路上也干
净，各方面都好，住在这里生活十分
方便，治安也好，我们很满意。”7年前
从山沟搬迁至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史纳安置区的王存秀满脸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王存秀的幸福新生活，是海东市
易地扶贫搬迁成效的缩影。近年来，
海东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以“搬得
出、稳得住、有产业、能致富”的重大
要求为目标，累计投入资金38亿元，
共搬迁安置6个县区55个乡镇451个
村18055户64665人，占全省搬迁规模
的34%。2022年易地搬迁建档立卡搬
迁户人均收入12701元，所有建档立卡
搬迁户均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
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走出了具有海东特色的易地扶贫搬
迁路，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在推进易地搬迁社区化治理方
面，全市10个县城安置点和5个集镇
安置点，均建立“党总支（乡镇）+搬迁
村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组织架构，
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党建引领
格局，建立一站式服务大厅7个，纳入
社区管理 3 个，成立业委会 32 个，选
举楼长 89 名、单元长 336 名，便民服
务人员达698人，乐都区七里店安置
小区、平安区三合镇幸福家园成为省
级党建示范点。42个新村安置点沿用
原村党支部，新建综合服务中心、活
动广场，设置宣传栏、公示栏、健身器

械，建设图书阅览室和农家书屋，丰
富搬迁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新建村史
馆46个，通过搬迁前后对比，教育引
导搬迁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积
极搭建村级微信交流平台，定期发布
招聘信息、公益活动、政务动态等各
类信息，方便搬迁户与驻村干部沟通
联络，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搬离大山，只是斩断穷根的第一
步，搬出来，还要让群众留得住、能就
业、有收入。海东安排到户产业资金
9962万元，扶持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
卡户4612户18448人发展种养、小型
加工、餐饮等项目，累计为搬迁户发放

“530”小额信贷资金549户1766万元，
互助资金995户1541万元，并以限期
免房租、到户产业等方式支持搬迁户
自主创业286户，经营拉面馆263户。
投入资金1.67亿元，配套建成产业增
收项目45个，吸纳407人在家门口就
业，辐射带动周边搬迁群众1644户。
今年将继续投入3186万元，实施后续
产业发展项目7个。同时，将无劳动能
力的869户2421人纳入低保范围。

今年，海东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内容，在一
手抓产业培育的同时，一手积极抓就
业帮扶，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今
年开展搬迁劳动力技能培训487人，
组织开展招聘活动18场次，外出就业
4823人，县内就业落实搬迁脱贫人口

“雨露计划”补助791人406.8万元，落
实外出务工搬迁脱贫劳动力910人次
90.3 万元，公益岗位就业 1394 人，全
市有劳动能力的易地搬迁脱贫人口
实际就业人数11217 人，实现有劳动
力的搬迁家庭一人及以上就业的国
家目标要求。

“以前在山上生活困难，交通不
便，看病、上学、打工都不方便，现在搬
到了公路沿线的安置点，出门就能坐
公交，一有时间就去广场散步……”回
想起以前的生活，再看看现在的好日
子，乐都区岗沟街道七里店社区的马
海军仍觉得跟做梦一样。

针对安置点居民生活融入问题，
海东坚持持续推进文化阵地建设，不
断强化公共文化阵地的开放服务功
能，着力打造集文化活动、宣传教育、
体育健身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性文化广场，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全市修建人饮管道340千米，建
设各类井体 2340 个，架设输电线路
171千米、变压器124台，硬化村级道
路170公里、新建学校（幼儿园）11所、
配套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大厅）
41栋、新建活动广场46个、新建医疗
室（卫生院）55个，通网讯55个，通天
然气 15 个安置点。水、电、路、气、网
讯、服务大厅、学校、卫生室、党员活
动室、村广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的配套，明显改善了搬迁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 （特约记者 李富生）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本报讯（通讯员 乐宣）今年以来，乐都区就业服务局从稳岗就

业、技能培训、创业带动、政策解读、转移就业等五方面狠抓落实、
积极行动，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416人，完成年度任务的73.37%；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19%，比目标任务3.5%下降1.31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4048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100.04%；脱贫
劳动力、监测户劳动力转移就业14487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7%。

乐都区就业服务局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动、
“雨露计划+”专场招聘活动，与江苏省无锡市开展东西部劳务协
作招聘会，做细做实招聘引才、劳务协作等企业用工服务措施。目
前，共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6场，参与用人单位数415
家，提供岗位18382个，吸引8800余人次进场求职，帮助942人达
成就业意向。

年度内，依托有资质的职业教育机构认真组织开展了计算
机、中式烹调、家政服务、刺绣、保育员培训等共19个工种的技能
培训。截至目前，与19个招标培训单位签订了培训合同，已完成
城乡劳动力技能培训班95期，培训人数4537人。通过技能培训的
农牧民素质明显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逐渐增长。数据显示，2023
年农牧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067元，同比增长5.4%，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积极推进落实提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技能，接轨新形势下的互
联网发展创业学习行动，强化创业政策扶持，通过微信社群、公众
平台、宣传彩页等方式多渠道宣传，组织6名乐都籍高校毕业生
赴无锡市参加电子商务培训。

加大岗位信息线上推送力度，通过开展直播带岗，采取“互联
网＋就业”云招聘服务模式，举办3场直播招聘会，观看 6177人，
提供招聘岗位3042个，共有6177人在线观看、互动。

积极引进“互助家政”等朝阳产业，带动区域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易
地搬迁人员积极就业，持续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打响乐都高原电建
劳务品牌知名度，不断优化乐都劳务品牌发展生态圈，助力乐都技能
服务人才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平安宣）一菜一
汤品出温暖民生，一粥一饭尝出幸福
晚年。在平安区三合镇幸福家园安
置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老年食
堂里，越来越多的老人前来就餐，为
老人们提供了便利，解决了老年群体
做饭难问题。一餐热饭入手，不仅养
了老人的胃，也暖了老人的心。

下午6点半，老年幸福食堂后厨
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大厅内热气腾
腾，饺子、拉面、面片、搅团、寸寸……
丰富可口的家常饭整齐地摆放在了灶
台上，弥漫出诱人的香气。老人们三三
两两坐在一起，一边拉家常，一边品尝着
美味可口的晚餐。

“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人，腿脚也不
太方便，到这里吃饭很丰富，服务也很

热情。孩子上班又忙，平时买菜做饭就
是个大问题。之前吃饭每顿都是凑合，
现在好了，可以在幸福食堂吃饭，热乎
可口……”村民朱国笑呵呵地说道。还
有很多像朱大爷一样情况的老人，都愿
意提前来到食堂，唠着家常，等待开
饭。对于饭菜，老人们是赞不绝口，味
道好、符合老人口味，都是大家公认的。

与此同时，幸福家园安置小区日
间照料中心还配有书报架、爱心阅览
室、棋牌桌、象棋等文化娱乐设施设
备，切实为老年人打造一个便捷、舒
心、温暖的好场所，让老人们在家门
口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
人陈桂英说：“有了这个食堂，大家吃
饭方便了，还能和老伙伴们一起聊
天，可以在爱心阅览室喝茶，饭菜不

重样，也很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
“我们的食堂于 2019 年开办以

来，目前每周都有20名左右老年人来
就餐。我们在保障老年人用餐基础
上，定期会开展一些志愿服务，包括
义诊、政策宣传、节庆活动等，切实提
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满意度。”翻身
村党支部书记贺占得说道。

“对老年人来说，食品安全一定
要放在首位。”幸福食堂负责人介绍，
为保证食品安全，食堂选定了质量与
信誉过硬的食材供应商，对食材质量
严格把关，对不符合食堂要求的食材
一律退回。同时，就餐前对桌椅、碗
筷进行按时消毒，确保用餐老年人

“舌尖上的安全”。
以食堂为聚集地，幸福家园安置

小区志愿服务团队搭建起邻里交流的
平台，引导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小
区，打造属于老年人的“舒适朋友圈”，
适时为老年人开展免费义诊、亲情陪
伴、文化娱乐等服务，让辖区老人老有
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提升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幸福
滋味”在老年人群中传递。

小食堂，大民生。三合镇党委、
政府今后将继续聚焦“小切口”改善

“大民生”，积极探索“幸福食堂”长效
运行机制，真正把群众的“幸福食堂”
建设成为老年人理想的生活乐园和
弘扬社会公德的精神窗口，多措并举
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通讯员 民和宣）时下，走进古鄯镇三姓庄村，迎风盛
开的红花红彤彤地铺展在田野上，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似繁星
点点，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这是草红花，又名黄蓝花、刺红花、红
花草，这种花富含红花黄色素，具有抗血栓、保护脑组织、抗肿瘤
等作用。”古鄯镇三姓庄村耕地面积 1500 亩，主要种植小麦、玉
米，油菜等农作物。

今年，三姓庄村党支部利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发挥区位优
势，积极寻求致富产业发展之路，组织村“两委”成员及部分致富带
头人到宁夏、甘肃等地学习草红花种植技术和提升市场销量。

三姓庄村村民马孝全看着自家地里种植红花说：“红花有很
多好处，能泡茶喝、能榨油，经济价值可观。今年，让我流转了土
地30亩，试种30亩草红花，闲暇时就在红花地里打工挣钱。一天
最多能摘20公斤左右，每公斤12元，采摘费90元，一天均收入达
330 元，还可以帮忙联系销售。”据了解，红花主销往药业、化妆
品、食品等行业，市场价格在每公斤130元—150元，红花籽每公
斤5元，可以榨油，红花秸秆可以制作成饲料。

三姓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孝福说：“今年流转村民土地170亩
试种植草红花，草红花预计亩产25公斤，每公斤按市场价150元
计算，产值可以达到63万元左右。同时吸纳周边农户30余人务
工就业，一天每个人可以赚到90元左右。另外给周边村民提供
300吨优质饲料，带动养殖产业发展。”今年，古鄯镇充分发挥自
然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始终把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抓手，做大做强“一乡一业、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盘活乡村振兴“一盘棋”。

利用以“党支部+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营，
投资166.72万元在三姓庄村大力发展草红花种植产业，不断提升
乡村发展集体经济实力，促进村民的增收致富。

古鄯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想通过一个产业，带动
一方乡邻，共同走上致富路，吸引更多村民加入到草红花种植中
来，形成草红花连片产业带，扩大种植面积，让红花产业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产业之一，加快致富步伐，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互助宣）近年来，
互助县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生
产、产业化布局的思路，依托现有资
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聚焦马铃薯产业
种薯繁育这个关键环节，建基地、育
种薯、搞推广、增收入，持续加大马铃
薯选育推广力度，实现了马铃薯增产
农民增收的目标。

立秋过后，威远镇卓扎滩马铃薯
种薯繁育基地，一垄垄马铃薯长势良
好，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

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品种资
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采取“科研＋基
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
种薯繁育模式，以“打造北繁基地、推
动产业振兴”为目标，积极开展马铃
薯新品种引育、种薯脱毒、良种繁育
和推广等工作。

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
任刘世安介绍说：“近年来，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开展马铃薯品种选育工
作，在选育下寨 65 当家品种的基础

上，通过杂交组合选育出互薯4号，并
于2022年登记成功。该品种具有口感
好，淀粉含量高的特性，亩产2200公
斤—2500公斤。2023年全县示范推广
互薯 4 号 2000 亩，预计亩增产 200 公
斤以上，新增产值40万元以上。”

今年，互助县建设原种繁育基地
6000亩，良种生产基地4万亩，全县马
铃薯种植面积达到21.3万亩。选育推广
的马铃薯种薯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金
种子”，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乡村老年食堂暖了农村老人的心乡村老年食堂暖了农村老人的心
红花产业托起致富“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