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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随着
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农村创业前景
的向好发展，如今，回归农村创业就业已成
为许多青年人的选择。

在湟中区，就有这样一批 90 后“新农
人”。他们年轻有活力，文化水平高，学习
能力强，接受新技术、新理念快，已然成为
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主力军。

““新农人新农人””从父辈手中接过种粮接力棒从父辈手中接过种粮接力棒

90 后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农
村老家和父亲一起种田。湟中区李家山镇
河湾村小伙杨德龙凭借自己的技能知识和
好学奋进，已经成长为一名高素质的“新农
人”。曾先后获得“西宁市农村青年创业致
富带头人”“昆仑英才行动返乡创业5632计
划奖励扶持人员”等荣誉。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在湟
中区李家山镇河湾村，90后“新农人”杨德龙
开着播种机正在农田里来回穿梭忙碌着。

“今年种了200亩小麦，100亩油菜，目
前，200亩小麦已经种完，剩下的100亩油菜
估计五六天就可以种完。”湟中盛夏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龙自豪地说。

农村是个大舞台，梦想放飞乡土。
2015年，杨德龙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创业
种庄稼，从父辈手中接过种粮接力棒，逐梦
乡村振兴。

“也想过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是作为
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还是对土地有一份
别样的情怀，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回乡种
地。这几年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特别好，
我还年轻，不能太安逸，应该为自己的梦想
拼一把。”杨德龙说出了心里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为一个“门
外汉”，面对着选种、施肥、虫害防控等农业
技术时，杨德龙也曾茫然过。

“不会我可以学，我这么年轻”。凭借
着一股冲劲，杨德龙天天往地里跑，向老一
辈请教、向种田能手咨询，但凡区县有农技
培训，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边干边学，慢
慢地，杨德龙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和
种植要点。在家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
和帮助下，一步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2016年2月，湟中盛夏种养殖专业合作
社成立，并获得湟中区青春创业扶贫贷款
34.7万元。

父亲杨占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觉得
好不容易供出来个大学生，最后又回到农
村种地，到看到杨德龙的努力和坚持，他放
心地将种田接力棒传给了儿子。

““新农人新农人””相信相信““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300 多亩地从耕田到收割需要多少人
参与？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新农人”
告诉我们。

“基本上就我和我爸，实在忙不过来的
时候会请几个打杂工的人。”“新农人”杨德
龙告诉记者，目前他的农田已经实现全程机
械化，从耕田、播种、收割都不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在合作社农机仓库里，停放了不少农
业机械，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

种子的选择、肥料的配比、农机具的简
单维修，现在的杨德龙已经从“门外汉”变
成了一把好手。他告诉记者，这都得益于
学习和实践。他不仅每年抽出时间去参加
高素质农民培训，平时也会通过看书和线
上培训学习种植技术。

“我始终相信‘好日子是干出来的’，选
择返乡创业是我作出的正确选择，我将用
青春和汗水浇灌这片土地，为乡村振兴作
出自己的贡献。”杨德龙说。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根本在于
农民自身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可持续能力
的提升。要培育广大农民‘想振兴 愿振兴’
的意愿和志向，通过培训，发展壮大一批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为湟中区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湟中区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李胜明表示。

更多更多““新农人新农人””跻身高素质跻身高素质““新农人新农人””队伍队伍

同为90后“新农人”的刘建荣也是一名
返乡创业大学生，2020 年回到家乡成立了
荣盛家庭农场，加入到了种植行业，通过几
年的努力，农场已初具规模。见到他的时
候，他正在马铃薯地里忙碌着。他告诉记

者：“家庭农场从刚开始的 200 亩，到 2024
年种植面积增加到了1000亩左右，主要种
植马铃薯、小麦和燕麦。这几天天气不错，
我们正在抓紧时间种植马铃薯。”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但是
真正开始种地，才觉得很不容易！对政策
的不了解、技术的不熟练、市场的不掌握，
也曾有过迷茫。不过，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要克服一切困难走下去。”聊起种地，刘
建荣腼腆地说。

从刚开始的经验不足到现在的得心应
手，离不开学习和实践。

湟中区每年组织的新型农民培训班
上，几乎都能看到刘建荣的身影，小麦种

植、马铃薯技术推广、农业机械设备实用等
课程，他都会认真学习。

“刚开始确实没啥经验，通过参加区上
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还有课外的实践
活动，确实提高了不少。一个新型职业农
民正在成长！”对于未来，刘建荣信心满满。

2024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指出：“深入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近年来，湟中区
培育了众多像杨德龙、刘建荣这样的“新农
人”，赋能乡村振兴。据了解，2023年，湟中
区培训高素质农民1240人，学员们通过考
核获得结业证书，持证率达100%。

（记者 王琼 通讯员 俞惠珍）

本报讯（实习记者 衣凯玥）今年以来，湟
源县日月藏族乡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全面巩固村庄清洁行动成果，将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作为近期工作重点，为村庄环境
增颜值、提气质，真正让乡村“靓起来、净起
来、美起来”。

细化部署，落实责任“细”起来。针对存在
的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问题，进一步明确工作
目标、细化工作任务，持续压实各方责任、强化
有力举措、加大督查督办，形成“分管领导抓督
导、驻村干部抓推进、支部书记抓落实、党员群
众齐参与”的工作机制，在全乡营造动起来、干
起来、比起来的浓厚氛围。各村结合各自实际，
全面打响环境整治“开春战”，确保实现村容村
貌干净整洁。

干群齐心，全民参与“动起来”。各村以村
“两委”、党员干部、保洁员为主干力量，带动村
民以主干道、房前屋后、公共场所为重点区域，
将垃圾杂物、河沟道堆放的垃圾以及村民门前
柴堆杂物等进行全面清除，形成“支部引领、党
员带头、群众参与、齐抓共管”的治理模式。累
计整改乱堆乱放120余处，各村清洁行动取得
显著成效。

落实机制，长效管护“严起来”。以村内主
要道路、沟渠等区域为重点，以环境卫生和垃圾
处理情况为主要内容，分管领导带领城管队员
每周定期全面排查村内卫生死角整治情况，以
人居环境卫生联评制度为手段，采取“月考评”
的模式，悬挂流动红旗、张贴红黑榜，每月不定
期组织22个村进行环境整治综合评比，以月名
次为依据按季度评比优秀村，形成有效激励、齐
抓共管的治理局面。同时，各村将“爱心超市”
与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让村民自觉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擦亮人居环境底色，
提升生态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 小雨）“景观灯”照亮
“大民生”，景观灯等民生工程改善了城市
的街容街貌，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然而
却有不法之徒心生歹念，打起了景观灯的
主意。

“我要报警！我们单位安装在中心广
场河边护栏上的18盏景观灯被盗了。这
些照明设施对于保障居民生活质量以及
河道安全起着重要作用，景观灯被盗不仅
影响了河道景观，也给公共安全带来了一
定的隐患。”近日，市民韩某前往市公安局
城中分局大什字警务区执法办案队报案
称。接到报警后，大什字警务区执法办案
队民警韩斌及同事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根据现场勘察等情况分析，推断出作案人
不止一人，经过缜密的调查取证，最终锁
定了5名嫌疑人。传唤后，陈某等人如实
陈述了违法事实，同时交代了赃物的藏匿
地点。根据法律有关规定，5名违法行为
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追回的景观灯及时

发还给了城中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为
表达对大什字警务区执法办案队的感激
之情，城中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特地向执
法办案队赠送了一面写有“正义卫士 破
案神速”的锦旗。

警方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
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的，
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
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为抵制高价彩
礼，倡导文明婚俗，近日，城中区司法局在
辖区内开展“推进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
礼”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城中区司法局工作人员通
过典型案例与法律法规相结合的讲解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在场群众解读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法典》中的主
要条款及核心要义，对广大群众普遍关注
的“法律对于彩礼的含义如何规定”“彩礼能
否要求返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返还彩礼”以
及“高额彩礼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进行解
答。并结合身边的典型案例，阐释了高额
彩礼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
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恋爱观、婚姻观，呼

吁大家拒绝攀比，自觉抵制高额彩礼。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彩

礼作为我国古代婚姻习俗中的“六礼”之
一，本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重要象征，
蕴含着对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好祝愿。但
近些年来，随着高额彩礼的“肆意横行”，
彩礼的本意被曲解，给婚姻稳定埋下隐
患，不利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此次
活动通过零距离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
婚恋观，以实际行动摒弃陈规陋习，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增强了群众对高额彩
礼等不良风俗的认知。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我家4口人在县城
务工，经济收入低，一直租房住，今年向政府申
请了保障性出租房，没想到很快就申请到了，今
天钥匙拿到手了，马上我就能住上干净宽敞的
新房子，感谢政府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住房问
题。”家住大通县桥头镇园南社区的马先生从保
障房管理中心领到新房钥匙后满脸开心地说
道。

“民以居为安”。近年来，大通县持续优化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稳步提升住房保障能力，持
续扩大保障覆盖面，下大力气解决无房群众住
房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居住的美好向往，
越来越多群众喜圆安居梦，让无房群众过上了
从“有居”“安居”到“宜居”的新生活。

自2008年以来，大通县累计建设公共租赁
住房 2678 套，截至目前配租 2267 套，解决近
8000 人居住困难问题。为进一步扩大保障范
围，2024 年 4 月 16 日第一批东部新城公租房
172套房源公开租赁正式启动。

暮春午后，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房
间。谈起如今的住所，马先生十分满足：“以前
从不敢想象能住进这么明亮通透的房子，我们
低收入老百姓能住进租金比市场价低的新房，
屋内配套设施也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这是政
府给我们送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

“我们牢牢把握‘房住不炒’定位，大力发展
住房租赁，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落实落细
主体责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
几年，我县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城镇居
民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接下来，我们将以
更大决心、更实作风、更多举措，不断深化住房
领域的改革创新，扎实做好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工作。”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五一假期，市民在海棠公园里游玩，欣赏宛若云霞般的丁香和海棠。黎晓刚 摄

90后“新农人”逐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文明健康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绿色环保

湟源县：环境整治
让乡村面貌“换新颜”

保障住房惠民生
圆了群众安居梦

胆忒大！5人盗窃中心广场景观灯

拒绝高额彩礼让彩礼归于“礼”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