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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能否多安装些便民座椅，方
便老人歇脚？”日前，在共和县恰卜恰镇工
业园社区，海南州住建局党支部党员与园
区党员群众进行交流互学，并收集群众所
面临的困难和意见建议。“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会尽快协调安装。”海南州住建局党
组成员角巴加回应道。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海南州着力处理
好干部受教育与群众得实惠的关系，从群
众最期盼、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深
入组织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实践活动，充
分发挥在职党员自身优势，延伸服务触
角，优化服务形式，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
成为民服务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建机制 亮身份 打造“先锋链”
“网格员的身份更能拉近干部和居民

群众的距离，与邻居们聊天，倾听他们的
诉求，收集意见。”同德县将在职党员编
入网格化，分配到 11 个社区开展社区治
理工作，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提质增效。

按照“就近就便、需求相符、总体平衡”
原则，海南州调整优化 56 个社区共建单
位，及时建立健全报告联系、信息对接、作
用发挥、沟通反馈、志愿服务 5 项工作机
制，明确各级党组织、在职党员具体职责任
务，推动党员进社区报到服务走实走细。

截至目前，401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组织，8265名在职党员深入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11000余次，并结合在职党员擅长领
域，全州共设置城乡基础网格2227个，配
备专兼职网格员 2761 名，为基层治理注
入新鲜活力。

搭平台 办实事 创新“载体链”
“从居民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话题切

入，用‘家常话’讲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及内涵，不断

增进与群众之间的感情。”这是从事多年宣
讲的兴海县百姓宣讲团副团长杨秀才让发
自内心的感悟。

坚持从小处着眼、从细处着手、从实
处着力，海南州积极开展承担“微工作”、
承诺“微事项”、点亮“微心愿”、收集“微建
议”四微服务，有效提高了在职党员到社
区报到工作实效。

在职党员到社区主动争当政策宣讲
员、矛盾调解员、群众服务员，自由选岗认
领服务，开展政策宣讲、环境卫生整治等微
工作；积极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主动承诺
践诺帮扶帮困、硬化绿化等“微事项”652
件；主动认领关怀服务、便民帮困等1456
项居民微心愿，以小行动实现大温暖。

疏堵点 解难题 优化“服务链”
州直各部门结合工作优势和职能职

责，深入联点社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举
一反三，在全州范围内解决了一批发展所
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

团州委积极回应社区少年儿童亲情陪

伴、学业辅导、成长焦虑等需求，启动实施
“伙伴计划”示范项目，建立社区“伙伴领航
站”，面向300余名社区青少年提供陪伴辅
导服务，助力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州住建局结合联点社区居民冬季供
暖室温不达标的问题，深入企业、社区开
展大排查大整治，督促开展供热设备管网
检修调优工作，对热源保障能力、管网运
行能力、居民室温不达标等问题督促供热
企业逐项限期整改销号，全力做好供暖保
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州卫健委针对联点社区居民提出的
出院患者护理不延续、“上班族看病难”的
问题，在州人民医院开设“专科护理”门
诊，建立护患微信沟通群，有效延续护理
服务。州藏医院开设“午间+夜间”延时
门诊，提供合理化就诊时段，有效解决“上
班时间看病难”的现实问题。同时，全州
41家乡镇卫生院制定节假日门诊坐班服
务制度，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特约记者 才让本）

“没有党的好政策，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聊起现在的生活，家住兴海县温泉集镇易地搬
迁安置点的脱贫户阿克加央难掩激动的心情。

干净的道路、写有村规民约的文化墙、整齐划一
的新居，深秋的温泉集镇洋溢着美好新生活的气息。

“以前牧民们住的基本都是土坯房或者帐篷，现在是统
一的砖瓦房，住宿环境明显改善了。”兴海县乡村振兴
局副局长拉华才让说，集镇入口处盖起了几栋小高楼
作为商铺，村民们有意做生意的，租金全免。

今年47岁的阿克加央是兴海县温泉乡长水村
村民，因先天残疾加之体弱多病，家中的所有收支
仅靠妻子一人打零工维系，生活比较拮据，2015年
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帮助像加央这样的脱
贫户，乡村两级干部积极找“病因”、谋对策，先后落
实最低生活保障、易地搬迁、公益性岗位、产业扶贫
等实实在在帮扶措施。

住进了新房，做饭有煤气，取暖有电暖，家里又
暖和又干净；水、电、网、路等基本设施完善，卫生
室、生活垃圾投放点、老年活动中心及社区公共健
身器材等公益性服务设施，为居民创造了便利的生
活环境。

这些年，温泉乡通过养殖牦牛、外出务工、入股
村集体经济等方式，家庭人均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1556元提高到了32995元。“现在我家有60多头牦
牛，年底卖掉几头，家里好好收拾一下，添置一些家
电，好好享受这幸福的生活。”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和
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加央脸上满是幸福。

在温泉乡，像阿克加央这样过上幸福生活的脱
贫户还有很多。近年来，温泉乡精准落实好各项政
策，全力发展扶贫产业，持续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帮
助脱贫群众稳增收，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全面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特约记者 俄智措）

阿克加央的幸福生活

“一定要来青甘大环线上的黑马河看
日出。”江苏省游客陈俊在抖音平台上发
布的在黑马河旅游的视频，引来了网友们
的纷纷点赞。

视频中的共和县黑马河镇班禅敖包
景点，湖天一色，经幡随风飘扬。“站在湖
边观海亭里眺望，蔚蓝的湖水连着雪山，
卷起薄雾，不禁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陈俊在留言板与网友热情互动。

新的网红打卡地就这样诞生了。这
段时间，黑马河的旅游热度并没有因为天
气转冷而“降温”，黑马河旅游的快速发展
激发了乡村振兴的无限活力。

这几年，黑马河镇深化拓展“党建＋”
模式，以“观日之城”为主导，创新开发“班

禅敖包”景点，以旅游为媒，以文化为魂，
以经济为基，以绿色为底，把党建活力转
化为振兴动力，赋能乡村振兴。

黑马河镇紧紧抓住党建“牛鼻子”，通
过专题研究、深度调研等，因地制宜开发
班禅敖包景点，辖区4村联合成立青海观
日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景点
规范运营工作，自7月12日试运营以来，
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管理有序、收入持续
增长，进一步提振广大农牧民群众参与乡
村振兴、全面增收致富的信心。

除了完善的基础设施，班禅敖包景点
以其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在此观光驻足，体验当地特色民俗风情。
为充分弘扬藏族文化，景点内还打造了牛

粪文化墙 32 座、玛尼石堆（石供曼扎）13
个、黑帐篷4个。“我在景区开摆渡车，送
游客到景点观赏，现在正是农闲的时候，
不用外出打工就多挣一份收入。”黑马河
镇文巴村村民诺日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黑马河镇坚持文旅发展、
农牧民增收“双促进”，整合资金199.2万
元，购买摆渡车32辆，设置8个摊位销售
当地特色产品，推出骑马、骑牦牛等民俗
体验等。景点招收吸纳周边96名农牧民
就业，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在此
基础上，景点收益由全镇农牧民群众进行
分红，涉及 1504 户 5245 人，包括脱贫户
269户901人，家门口有收入、有产业的经
济发展模式助推了乡村振兴发展。景点
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06742人，平
均日接待游客 3812 人次，截至目前收入
530余万元。

要保持旅游产业向好发展，更要保持
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诺日说：“每周三是
我们村的环境日，大家一起捡垃圾、做清
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不怕脏不怕累，农
牧民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形成了“家家户户
齐上阵、全民参与共治理”的良好局面。

现如今，黑马河镇旅游市场秩序“活
力旺盛”，生态文明“增添绿色”，推动乡村
振兴绽放迷人光彩。 （特约记者 高岳）

8000余名党员服务群众暖人心

黑马河镇打造乡村旅游黑马河镇打造乡村旅游““好风景好风景””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来到共和县廿地乡，在乡长王适烧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切扎村新建的五村联合社藏羊养殖基地
饲草间，只见基地里畜棚、饲草基地、动物防疫检疫
室、机械库房等一应俱全。

以前的廿地乡，大家各自养各自的羊，缺乏经
验、没有技术、没有出栏量，一大堆实质性问题制约
着发展。

2022年，廿地乡积极衔接县农牧和科技局，投
资3179.62万元在切扎村成立由切扎村、拉龙村、羊
让村、廿地村、曲什纳村5村联合组建的五村联合社
藏羊养殖基地，项目于2023年5月竣工验收，7月挂
牌运营，现有藏羊存栏 4296 只，适繁母羊 1296 只，
羔羊3000只。

抱团发展有什么好处？王适烧介绍说，养殖过
程科学化，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销售、统
一品牌的“四统一”经营管理模式，藏羊产业实现了
由传统放牧向集约化规模养殖、科学化高效管理、
品牌化集中销售“三大转变”。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支部。党支部是群众发
展的“主心骨”。廿地乡党委始终将藏羊养殖作为促
进农牧业增产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基地+
农牧户”模式，创新打造“多村抱团”高效养殖联合合
作社，走出了一条藏羊产业绿色发展之路。

在藏羊养殖过程中，廿地乡推行藏羊高效养殖
技术，乡党委组织党员以及志愿者主动上门宣讲藏
羊高效养殖优势，引导牧民积极实施“两年三胎”

“两高一低”高效养殖，羔羊早期断奶入场，构建“户
繁厂育”模式，推行集中饲养、集中出售、利益共享，
提高快速出栏增加收入。

廿地乡党委还引导当地养殖户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减少天然草场放牧时间及载畜量，降低草场
压力，遏制草场退化沙化，促进草原生态环境的恢
复，提高粪污资源化高效利用，减少周边地区化肥
使用量，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对提高农业产品质量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基地统一养殖，在少操
心的前提下，可以外出务工，钱也赚得更多了。”拉
龙村村民卓玛措说出了大多数村民的心声。

（特约记者 高岳）

廿地乡：

“抱团”发展一起奔向幸福路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贵德县河
阴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
定作为根本目的，持续在乡村治理的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创新、大胆实践，着
力夯实乡村治理基础，逐步形成了一条具
有鲜明现代化乡村治理特色的“河阴路
径”。

聚焦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
力，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等党内各项制
度，充分发挥党组织优势，积极探索生产
经营、乡村旅游、商铺出租等村集体经济

“提质复壮”模式，不断增强村集体发展后

劲。
全面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

搭建“党支部—村干部—党员—网格员—
农户”联系服务群众网络，做到常联系、常
问需、常上门、常帮助，及时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1000余件，实现了网格解题、全
员共治的新局面。

积极推动“互联网＋”与法治宣传深
度融合，利用媒介及时推送和宣传法治资
讯、法治故事，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充分发挥15类829名
基层维稳人员作用，确保村内辖区有人

管、有人看、有人巡、有人防。推行“一村
一法律顾问”制度，实现 19 个村、社区法
律顾问全覆盖，强化法治保障。

持续推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分超
市”兑换活动，按照“以德积分、以分换物”
的积分制管理新模式，累计为群众兑换近
万元的生活用品。同时不断巩固和提升
文明镇村创建成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及时修订完善19
个村（社区）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寺规僧
约459条，推行移风易俗“一约四会”工作
法，促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河阴镇党群合力共谱乡村治理新篇章河阴镇党群合力共谱乡村治理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