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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跑嗨翻桥头 三千人激情奔跑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12月21日，大
通县桥头镇成了色彩和欢乐的海洋。由
桥头镇人民政府、大通县文体旅游局主
办，桥头镇各社区协办的“在桥头‘这个冬
天不太冷’”系列活动之“冬日彩虹跑，西
北独有的浪漫”在这里举行，3000余名来
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运动爱好者们身
着定制T恤，尽情享受着3.8公里的彩色
之旅。

活动现场，参赛者们早早来到现场，到
妆造区进行创意面部彩绘，在签到区留下
自己的签名，随后由专业健身教练带领参
赛者进行热身运动，为接下来的彩虹跑做
好充分准备。现场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

“我最合拍”“踩碎烦恼”“挑战门”等一系列

趣味十足的任务，每成功完成一项任务，参
赛者都会获得相应彩虹粉包作为奖励。不
仅如此，完成任意一处打卡点任务，参赛者
就可以在终点处领取刮刮卡和奖牌。

参赛者黄先生告诉记者，对于这次彩
虹跑他和朋友们期盼已久，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他觉得彩虹跑是一个特别适合全家
老少参加的活动，全程充满了快乐。他和
朋友们特别开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感受
了冬日里多彩的家乡，很有纪念意义。

“此次冬日彩虹跑活动，进一步提升
了桥头镇居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意识，也
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增强社区凝聚
力，展示桥头镇的活力与魅力。”桥头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小工坊托起共富梦
——走近“新农人”系列报道之三

一个福禄寿桃实现从一个福禄寿桃实现从““富小家富小家””到到““富大家富大家””

走进东城·共富工坊林家崖旗舰店，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前台档口，工坊里的
首席面点师马兰秀正和她的几个搭档前后忙碌
着。档口前，摆放着各种热气腾腾的青海传统面
点，焜锅馍馍、花卷、狗浇尿饼子、千层饼……其
中，最吸引人的，当属色泽鲜丽、形象生动的区级
非遗产品——“福禄寿桃”。这是马兰秀的代表
作，也是共富工坊里的头号招牌。

今年 54 岁的马兰秀，自幼得到母亲和奶
奶传授的面点手艺真传，前些年，马兰秀靠着
祖传的面点手艺养活了大大小小一大家子人，
这几年，家庭条件改善了，马兰秀原本也准备
关起店门退休了，可就在今年5月，林家崖街
道党工委在入户走访中发现了马兰秀突出的
面点手艺，想要把她招纳进共富工坊，马兰秀
想要退休的愿望也因此被搁置。

6月，马兰秀的馍馍铺被街道党工委正式
授牌成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崖地区培教
点”，马兰秀陆续开始招收徒弟，给附近有就业
需求的妇女手把手“传道授业”。7月，马兰秀
的得意之作——“寿桃”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正式以“福禄寿桃”的名称被列为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此后，马兰秀在街道和村的引导下，便一
直在为共富工坊的开业做准备，直到11月底，
共富工坊正式挂牌，她也从一个个体户变成了
上班族。

一间小门面让集体经济实现从单一向多一间小门面让集体经济实现从单一向多
元的转变元的转变

东城·共富工坊林家崖旗舰店现如今正
在使用的铺面原本是村上的一处闲置资产，多
年间一直在堆放杂物当库房，今年以来，林家
崖街道党工委积极争取市区级项目资金数十
万元，将这里从里到外全新装潢，变成了如今
集加工区、现场展示区、销售区、品鉴区及直播
区为一体的共富工坊。

看似小小的铺面，承载着林家崖村集体经
济实现多元转变的希望。“我们立足林家崖村
的妇女群众有制作传统面点美食的经验和手
艺这个特点实际，以制作销售非遗面点——

‘福禄寿桃’、青海老月饼、千层饼等产品为主，
辐射带动村内粽子、甜醅、酸奶等传统美食加
工产销一体协同发展。”林家崖街道党工委书
记沙文娟表示，街道作出在林家崖村设立共富
工坊这个决定的背后，饱含着意义。

林家崖村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行政村，村民
于2013年因征地拆迁从现今北山美丽园所在地
搬迁到了现在的林安家园小区，搬迁后，大家的生
活实现了由村民到居民的大跨越，但是没有了赖
以生存的耕地，大多数村民只能凭借一技之长开
始谋生。从那时起，很多村民利用拆迁资金外出
开小吃店、饭馆、小超市等。据统计，全村现在的
700余户村民中，仅开店自主经营食品加工零售的
就有七八十户，且多以面点、面食制作加工为主。

在这个背景下，村上的集体经济仅有较为
单一的商铺出租和物业收入两种。“我们成立
了自己的物业公司，收到物业费后，入账村集
体经济，目前共有 6300 平方米的村集体商铺
出租，每年集体经济收入240多万元。”说到村

集体经济收入，村委会主任马成功表示，自
2020年以来，村委会每年都会将村集体经济收
入的70%用于全体村民分红。

多年过去，林家崖村的村集体经济虽然看
起来总收入不少，但平均分到每个村民手上的
并不多，集体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后续乏力、二
元单一等短板，这也一直是让村“两委”一筹莫
展的“心头病”。

要想把村民得到的分红变得更多，首先就
要想办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024年，城东
区委党建工作创新机制，让东城·共富工坊在城
东遍地开花，也正好契合了林家崖村的这一目
标，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多可能性。

一项机制让村民收入节节攀升一项机制让村民收入节节攀升

走进林安家园小区，小区主干道两边加工
经营售卖青海传统美食的商铺鳞次栉比，醪
糟、酸奶、酿皮、甜醅……各色各样的美食，是
村民对家乡最深刻的舌尖记忆，更是他们赖以
生存的一技之长。

记者了解到，这些小店铺不仅在村上生根
发芽，更是将源头批发的触角绵延遍布在下南
关早市、新千国际广场等地，敏锐捕捉到了这
一机遇的林家崖街道党工委，带着村“两委”干
部，严审资质、整合资源、集合人员，让他们正
式入驻东城·共富工坊这个“大盘子”中。

“我们前期走访了很多村民开的美食店，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决定将4家商铺纳入到第
一批共富品牌运营销售序列，加入工坊后，一
方面可以解决他们订单量不饱和或经营范围
不广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断往村集体经
济的大池子里蓄水赋能，让村民的分红更多，
腰包更鼓。”沙文娟说，今年7月，在街道党工
委的指导下，林家崖村注册了青海农丰商贸有
限公司和“河湟邻佳”品牌商标，截至目前，累
计营业已超过15万元，带动就业40人。

“后期线上订单开通后，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打
包快递、物流配送等人手，到时候会再增加一些招
聘岗位，村上闲置劳动力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解
决。眼下，街道帮我们跑来了第一笔单位食堂的
长期供货合同，其他几家商超和酒店供货协议也
正在洽谈中，这样下来，共富工坊年收入预计至少
能有30万元。”刚上任的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陈明
善眼神中充满着对未来无限的希冀与信心。

让陈明善觉得未来可期的还有“党建引
领——支部建在工坊上”的这一工作机制。
工坊的日常营销由马成功负责，还有一名党
员营销官和党员面点师，一个工坊支部由此
建立。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党员监督员轮流
值班，全村51名党员都因为工坊的存在而有
了获得感和责任感。

何为共富？人人富才叫共富。这不仅是
林家崖村所有村民的期望，更是社会主义的奋
斗目标。东城·共富工坊林家崖旗舰店的落
地，让林家崖村焕发了新生，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从有到优、由弱到强的突破。让我们共同期
待春暖花开时，再次见证东城·共富工坊的成
长和绽放。 （记者 李晓娟 摄影报道）

隆冬时节，正是高原最
慵懒的时候，万物进入休养
生息的阶段，然而，有些故
事却在这个时节开启新篇，
有些希望开始在隆冬长出
新芽。

在西宁市城东区林家
崖街道，东城·共富工坊林
家崖旗舰店的揭牌，让林家
崖村变得异常热闹。

什么叫共富工坊？共富
工坊里面有什么？如何通过
共富工坊实现人人富裕？今
天，晚报记者带您走进林家
崖街道的东城·共富工坊。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盘活辖区商圈
闲置资产，发挥党组织纽带作用，整合各
方资源力量，以“共富工坊”为载体推动富
民增收，更好地挖掘和传承好河湟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城东区通过非遗共富工
坊和百姓大舞台项目，打造一站式文化旅
游体验场馆，不断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
力争带动建国路周边业态发展，持续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12 月 21 日，东城·非遗共
富工坊正式对外开放。

东城·非遗共富工坊和百姓大舞台位
于建国南路新千广场。工坊面积1300平
方米，是集非遗展示区、科普区、实践区于
一体的文化旅游体验场馆。工坊内集中展
示了城东区省、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及传承人名录，目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1项、传承人2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项、传承人3人；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7项、传
承人4人。此次进驻工坊的非遗项目有八
门拳、景泰蓝掐丝唐卡、太阳部落藏族婚礼
服饰、角旦金唐卡艺术、福禄寿桃、河湟刺
绣、扁担酿皮、八宝茶等13家。

东城·非遗共富工坊，旨在通过政府
资金扶持与社会资源聚合力量，将辖区青
绣非遗共富工坊、伊莲手工编织队、河湟
刺绣工坊及曙光面点技艺传承基地等多
个文化项目集中到工坊卖场，力争实现

“以文化促就业，以文化带动居民增收”的
文化富民目标。今年以来，13家非遗项目
在外从业人员97人，传承和培养人数212
人，年收入达302.2万元。

馆内还设置了供销社和马爷爷回忆

铺，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场景，
旨在带领群众共同怀念那个纯真、激情、
温暖的年代，教育当代青年珍惜现在的生
活与机遇，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同
时，打造美食、怀旧拍照打卡墙，八门拳互
动体验区，文创产品展示购买区等，以吸
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消费。

百姓大舞台与非遗馆相邻，面积80平
方米，是城东区首个集LED屏、灯光、音响
功能于一体的舞台，为文旅活动提供了长期
稳定的场所，为商圈持续引流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工坊计划通过开设河湟刺
绣、手工编织、掐丝唐卡等非遗技能培训
班，通过“工坊+培训+居（村）民”的形式，
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到以文就
业、以文富民的文化富民效果。通过集中
体现河湟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具
有城东区特色的文化内涵，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健康文化潮流，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工坊将通过举办讲座、展览、青年夜
校、旅游体验、研学活动等形式，以共富为
目的、以文旅为载体、以市场化为路径，积
极创新发展模式，以点带面发挥工坊带动
群众就业增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同时，
不断丰富完善产品内容、开发更多具有西
宁特点和印记的文旅产品，吸引更多市民
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扩大工坊引流
效应，激发商圈消费活力。

城东区：东城·非遗共富工坊正式开放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协调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日前，城中区开展燃煤散烧专项治理
行动，进一步对辖区燃煤散烧治理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积极部署摸清底数。城中区大气办
下达《关于报送燃煤散烧排查情况通知》

《2024年城中区关于开展主城区燃煤散烧
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的通
知，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充分利用镇办综
合执法中队对辖区内燃煤散烧进行再排
查、再辨识，确保做到无遗漏、无盲区。

加大散煤禁烧宣传力度。争取群众

理解和支持，广泛宣传买优质燃煤、禁卖
劣质煤，形成打击散煤的高压态势，引导
居民自觉使用清洁能源，营造全民参与、
全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强化落实重点布控。由各职能部门，镇、
办、社区干部、社区网格员对重点部位、易出
现问题点位逐一排查，重点对辖区内的流动
摊贩、商户等散煤使用突出现象进行整治，做
到从严治理，坚决防止污染环境的行为发生。

下一步，城中区生态环境局将联合各
部门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和宣传力度，不断
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散煤治
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常态化持续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城中区全面开展燃煤散烧专项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