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4年9月20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8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会刚 版面 / 素珍 校对 / 可颂

争取爱心捐助资金、开设老年食堂、
帮扶困难群众；

垫付资金、四处奔走推销产品，尽自
己所能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创新发展思路，结合实际在村内办企
业，用村级小产业撬动全村大发展。

……
9 月 14 日，记者见到了“大忙人”李

冬，听他讲述了上泉尔村的故事。
2023年6月，李冬由青海省纪委监委

选派到湟源县波航乡上泉尔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以来，李冬从一件
件、一桩桩实事着手，为上泉尔村办了不
少幸福事儿。

小小编织袋，“缝”出致富路

上泉尔村地处偏僻的脑山地区，村里
常住人口有86户330人，大多是留守的老
人、妇女和儿童，村集体经济发展制约因
素多，内生动力弱。如何带着乡亲们破解
发展困境，过上好日子？成了李冬心头的
一件大事。

“有一天我听到村里的妇女说要是
家门口能挣钱就好了！我突然想到以
前在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期间，地勘经营
单位每年需要大量的采矿样品袋，样品
袋制作工艺不复杂，村里妇女有缝纫基
础，可以试试。”李冬有了想法，马上跟
驻村工作队队员、村“两委”、村民们一
起商量，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村里办
一家劳保用品加工公司。

车间建在哪？资金怎么来？种种问
题又摆在了他们面前。

为了尽快让劳保公司办起来，李冬
和队员们立即行动起来，选用 3 间闲置
的党员活动室作为车间，自行垫付了资
金，整天开着私家车东奔西跑，四处比价
购买设备材料，对接洽谈争取订单，组织
村民参加缝纫技术培训。2024年1月12
日，湟源泉胜劳保用品加工有限公司开
业了。

“随着车间慢慢运营，我们迎来了
村集体经济的第一笔收入，除去工资
性支出，村集体净收入 5000 余元。现
在我们开发了公路压袋，帆布宣传袋、
购物袋、公文袋等多种产品。截至 8 月
底，公司的营业额达 50 万元，累计发放
工资 10.2 万元，带动了村内 17 名留守
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李冬兴奋地
介绍道。

如今，一个个精致的编织袋、帆布
包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不仅让留守妇
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更激发了她
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这

些小小的包袋，不仅“缝”出了村民们的
幸福生活，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
动力。

群众的“小事”就是帮扶的“大事”

温馨干净的环境、色香味美的饭
菜、电视桌椅等设施一应俱全……说起
上泉尔村的老年幸福食堂，李冬脸上满
是骄傲，“我们的食堂设施齐全，食材充
足，建设得可好了！自从开了食堂，上
泉尔村老人们的脸上常常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驻村以来，李冬坚持定期入户走访，
了解到村中留守、空巢、独居老人自己做
饭成问题，吃饭得不到保障，李冬和队员
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于是，李冬和
队员们立即谋划、四处奔走，确保上泉尔
村的老人“吃饭”问题有着落。

“我们积极对接了湟源县教育局，租
用了波航中心学校上泉尔村走教点校址
及房屋，申请了改造项目和爱心捐助共计
20 万元，联系爱心企业捐赠了米面等物
资，开办了上泉尔‘老年之家幸福食堂’。”
李冬说，“老年食堂的建立，让上泉尔村的
爷爷奶奶吃上了热乎饭、可口饭，他们脸
上的笑容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实打实干事，心贴心帮扶

村民有了烦心事、难办事，也时时牵
扯着李冬的心。驻村帮扶的日子里，李冬
的身影总是忙碌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
他时常深入村民家中，了解村民所困所忧
所虑，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

从为村民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到协
调爱心企业资助困难学子；从推动成立
专项基金帮助农村困难学生，到为村民
争取缝纫机培训机会……李冬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一名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与担
当。

“脚下有多少泥，心中就有多少沉淀
的真情。驻村以来，我们已经为村里和村
民办各类实事53件。驻村工作就是要从
群众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不断为群
众办好一桩桩一件件‘小事’。相信我们
上泉尔村会越来越好！”李冬说。

走访过村里的家家户户、熬过数不清
的夜、拨打过无数通电话、跑过无数个地
方，也看到了无数个笑脸……一年的驻村
体验，让李冬的内心变得更加踏实，驻村
帮扶的步伐也迈得越来越坚定。

（记者 衣凯玥 摄影报道）

上泉尔村的幸福笑容越来越多了
本报讯（记者 晴空）今年以来，湟源县纪委监委

持续深化“室组乡”联动机制，通过力量整合、工作
联动、成果联用，推动委机关各室、派驻纪检监察
组、乡镇纪委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
全面打通工作壁垒，最大限度凝聚工作合力，提高

“大监督”格局治理效能。
根据地域和乡镇区域优势，建立3个协作联动

片区。充分发挥“室”在联动机制中统筹指导作用；
“组”利用熟悉行业业务、部门政治生态等优势发挥
“探头”作用，及时同乡镇纪委进行协商研判，实现
信息互通，做好线索处置工作；“乡”则利用群众基
础深厚、熟悉乡镇工作优势，充分调动基层力量，推
动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室组乡”联合办案发挥
出最大优势，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截至目前，
处置问题线索101件，“室组乡”联合办案处置问题
线索 27 件，占 26.7%，立案查处 12 件，成案率为
44.4%。通过查办案件实现监督的再监督，打通查
办案件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通过人员合理搭配，发挥业务骨干优势
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全力突破办案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及时研判、精准施策，发挥各自优势，拧成

“一股绳”，群策群力，提升疑难案件办理质效。印
发“两书一函”，将处分决定宣布作为一体推进“三
不腐”机制建设重要抓手，让宣读处分决定的过程
变成警示教育的过程，从处分决定“一张纸”延伸到
警示教育“一堂课”，进一步做实做细审查调查“后
半篇文章”，以个案查处联动行业促改促治，举一反
三健全制度机制。结合党纪学习教育和纪检干部
教育整顿成果，持续加强对纪检干部的监督和管
理，不断做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队伍。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今天的宣讲
很亲民、很接地气，我们在家门口就学习
到了全会精神，感觉非常好。”家住小新街
19号院的张阿姨说。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近日，城中区饮马街
街道文化街社区以“楼院宣讲”为主题，
邀请西宁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刘德
为辖区老党员开展了一场有温度、接地
气的宣讲报告会，让党的好声音传遍千
家万户。

活动中，刘德重点围绕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重要意义、大会主题和重要报
告等方面作了系统性的解读，并通过重
温党史故事、分析时政热点事件、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激励和引导党员
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上来。通过深入浅出的
讲解，面对面向大家宣传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
姓家”。

此次宣讲活动，社区将理论宣讲
形式从以往的“组织居民来听 ”转变
成“到居民中去讲”，把宣讲送到百姓
家门口，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传进群众心里。下一步，城中区将紧
紧围绕全会精神，聚焦城市精细化管
理、基层治理、文明城市创建、矛盾纠
纷化解等重点工作 ，不断解决问题、
打通堵点、连接断点 ，努力办成更多
惠民生的实事，让发展成果惠及辖区
更多居民。

本报讯（记者 悠然 摄影报道）为持续推进“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强化健康教育服务，9月19日，城
东区健康教育所组织韵家口镇、各街道办事处、各
成员单位、区属各医疗机构等26家单位，在泰宁花
园广场开展以“持续推进健康西宁行动，大力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通过免费测量血压血糖、
把脉问诊、健康检查、急救知识演练等方式为群众
答疑解惑。活动期间各医疗机构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上门服务，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城东区妇计中
心为妇女发放避孕用具，宣讲妇幼保健知识及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政策。同时，城东区健康教
育所、城东区疾控中心大力普及慢病、地方病、老年
人保健等健康科普知识，向群众宣传合理膳食、规
律生活等健康知识，引导广大居民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在现场，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群众在
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自救互救技能，医务人员为前来
参加活动的群众详细介绍了外伤包扎、心肺复苏的
急救方法等救护知识。另外，东关大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在清真巷办事处讲解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知识，逐条分析阐述了《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88条》的内容，并用生动的小故事、小事例为居
民讲解什么是健康，健康的意义以及如何维护自己
的健康等问题。

通过开展健康咨询、义诊服务、入户宣讲等
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大了健康教育万里行服务
力度，提高了健康教育服务能力，有效引导群众
树立健康理念、增强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素养水
平。

本报讯（记者 小蕊）近日，城北区依
托东西部协作渠道，携手国内顶尖专业
机构，成功完成了青藏高原首张农业碳
票的发行备案工作，标志着城北区在探
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绿色低
碳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悉，此次发行的农业碳票，以城北
区精心挑选的 1000 亩旱田为试点区域，
这些土地在严格的生态评估与科学规划
下，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青藏高原上
首个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碳汇价值的农业
地块。通过专业的碳汇量计算与核查，这

片土地上通过保护性耕作过程所产生的
碳减排量被量化、确权，并转化为可交易
的碳票。

此次农业碳票的发行，是城北区助
力打造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强化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中心城市战略的具
体行动。它通过低碳、零碳产品的打
造，不仅提升了区域内农产品的生态附
加值，进一步加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
优质优价输出，增强市场竞争力，也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绿色、低碳的消费选
择，促进了绿色消费文化的形成。

下一步，城北区将以此次碳票发行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完善碳汇市场交易机制，推动农业
碳汇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同
时，加强与国际国内先进地区的交流合
作，引进更多绿色技术与管理经验，不
断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此外，
积极探索农业碳汇与乡村振兴、生态旅
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路径，打造一批集
碳汇交易、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于一体
的综合示范项目，持续扩大农业碳汇的
联农带农效益和规模。

城中区：“楼院宣讲”把党的好声音传进千家万户

城北区完成青藏高原首张农业碳票发行备案

湟源县：

“室组乡”协作联动监督办案质效双提升

城东区开展健康中国行
暨健康教育万里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