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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措毛 通讯员 周晨艳）生命接力
争分夺秒，志愿精神闪耀高原！近日，中国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青海分库创造“生命奇
迹”——在 13 天内，我省成功完成 4 例造血干细
胞成功捐献，以“青海速度”为 4 名血液病患者架
起生命桥梁。

分秒必争，搭建生命救援绿色通道
“每缩短一分钟，患者的生存希望就多一分”。

面对配型成功的消息，青海分库始终以“生命至上”
为准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工作人员
24小时待命，从接到通知到完成捐献者健康评估、
心理辅导、家属沟通等全流程，以严谨细致的态度
与争分夺秒的行动，为生命救援筑牢保障。

高效的背后，是与医疗机构的无缝协作。依托
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等定点
机构建立的“绿色通道”，医疗团队提前调配资源、
优化采集流程，确保从配型成功到造血干细胞采
集、运输全程衔接顺畅。这种“分库+医院”的高效
联动，让13天4例捐献成为青海生命救援效率的一
次突破性飞跃。

平凡英雄，用大爱诠释红十字精神
“考试可以再努力，但生命的等待刻不容缓。”
“这只是我做的一件小事，但对于患者来说，可

能是改变命运的大事，我希望我的造血干细胞能让
他们重获健康。”

……
4例成功捐献的背后，是4位平凡志愿者的伟

大抉择。他们中，有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有
坚持公益多年的“志愿达人”，也有主动加入中华
骨髓库的医学硕士。虽身份各异，却都怀揣着同
样一颗炽热的爱心。在得知与患者配型成功后，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捐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让大爱在高原
大地熠熠生辉。

近年来，青海分库通过“宣传+动员+服务”三
位一体工作模式，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目前青
海已有3.16万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血液
病患者的“希望储备库”。在服务层面，分库构建起
全周期关怀体系：捐献前的心理疏导、捐献中的全
程陪护、捐献后的健康回访，全方位解除志愿者后
顾之忧。同时，通过科普宣传消除公众对捐献的误
解，让“捐献无损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

“13天4例捐献，是爱心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
的工作动力。我们会持续完善服务，让更多血液病
患者重获新生，让大爱在高原永续。”中国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资料库青海分库主任滕进说。

本报讯（记者 悠然） 今年以来，城
中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为核心引
擎，深度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在 4 个社
区党委率先启动“走千家、入万户、访
民 情 、 解 民 忧 ” 试 点 工 作 ， 探 索 出

“一线调研摸实情、精准服务解民忧、
能 力 锤 炼 强 作 风 ” 的 基 层 治 理 新 路
径，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生动
实践。创新推行“入户串门+精准服
务”双轮驱动模式，确保诉求第一时
间响应、处置到位，将党的温暖切实送
到群众心坎上。

“叔叔，您好。最近身体怎么样
呀？”每一次敲门都传递着温暖关怀，打
开了老人的心扉。在专业社工带领下，

志愿者们与老人促膝长谈，细致了解其
健康状况、生活需求和对社区的建议，
耐心倾听心声。老人们质朴的感谢话
语，饱含对社区工作的真挚认可。社区
精准聚焦辖区内行动不便、独居及慢病
老人群体，提前沟通、确认时间，贴心
安排上门服务。“心贴心”社工服务组织
专业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社工指导+
志愿执行”的服务模式，有效提升了老
人的健康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实现了
健康守护“零距离”与专业服务更广覆
盖。同时，社区依托精心打造的“康养
小屋”，让老人在家门口即可便捷享受专
业康养服务。每月特邀专职医生坐诊，
提供专业诊疗咨询，并现场指导社工及

志愿者掌握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
术。医生通过“一对一”深度问诊，精
准把握老人健康状况，针对颈椎病、腰
突、关节炎等常见病，运用推拿、穴位
按摩等技术开展现场理疗。另外，试点
社区深化基层治理实践，依托网格化民
情直联机制，以“一带六帮”服务为纽
带，高效统筹专业照护、社工服务与志
愿服务等多元力量下沉网格。“专业社
工+志愿服务”的深度融合，成为精准落
实“访民情、解民忧”目标的强劲引
擎。通过织密服务网络、优化响应流
程，有效破解了生活照料缺位、健康监
测难及精神慰藉不足等养老难题，提升
了居民认同感与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年来，湟源
县寺寨乡积 极 探 索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之
路 ， 大 力 推 进 豌 豆 苗 种 植 ， 不 仅 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更为湟源县建设绿
色 有 机 农 畜 产 品 输 出 地 注 入 了 强 大
动力。

在寺寨乡烽火村，田间地头一片绿
意盎然，嫩绿的豌豆苗茁壮生长。村

民俯身劳作，小心地将鲜嫩的豆苗采
入筐中。

吴生忠是湟源西岭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今年在烽火村种植了 200 亩豌
豆 苗 ， 比 去 年 增 加 了 40 亩 （1 亩 ≈
0.0667 公顷），每亩产量可达到 500 公
斤。“今年的豌豆苗长得特别好。依靠
湟源县农业农村局建设的水肥一体化

项目彻底改变了以前靠天种植的传统模
式，现在豆苗种植中再不愁浇水的问题
了。”吴生忠说。

寺寨乡积极帮助种植农户探索订单
式销售模式，在保证产量和品质的基础
上，坚持当天采摘、当天装车发货，确
保豌豆苗能够新鲜上市。目前，合作社
已有1000公斤的豌豆苗销往北京、上海
市场，深受欢迎。

豌豆苗种植不仅让土地焕发生机，
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
会。在吴生忠的合作社里，每天雇佣50
名村民务工，村民们在种植、采摘和包
装过程中实现了劳动价值，获得了稳定
的收入。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来这里采摘豆
苗，已经有 4 年时间了，给了我们就近
挣钱的机会，我们非常高兴。”寺寨乡马
脊岭村村民开心地说道。

寺寨乡豌豆苗产业是湟源县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点示范县
的一个生动缩影。后续，湟源县将持
续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农业，包括青蒜苗、马牙蚕豆等特色
农产品，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
绿色有机成为湟源农业发展的“金字
招牌”。

本报讯（记者 文月婷 通讯员 焦雪萌）近日，在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税务总局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税务局受邀参与第八届文化艺术
活动的同时，将税收法治宣传融入地方文化盛宴，
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

税宣摊位“零距离”，政策春风暖人心。为深入
贯彻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助力商户提升合规经营意
识，税务干部在人流密集区设置了税收宣传“前沿
阵地”。税务干部结合商户实际经营情况向商户们
详细介绍相关税收政策，并发放税收宣传手册，确
保税收政策精准送达每一位商户手中。为强化商
户依法纳税意识，税务干部还结合典型税收违法案
例，以案说法，让商户深刻认识到依法纳税是每个
经营者应尽的义务，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保障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大力宣传诚
信纳税的正面典型案例，引导商户树立“守法经营、
诚信纳税”的理念，鼓励商户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
规，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的税收营商环境。

在精准辅导环节，税务干部深入企业开展“一
对一”的专项服务，来到大通县蜂宝蜂业专业合作
社，税务干部结合其蜂蜜养殖销售的特点，讲解自
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等税收政策，还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融入其中，同步解读农村土地承包
合同、农产品产销协议签订的法律要点。同时，提
醒合作社要规范财务台账，妥善留存每一笔交易凭
证，确保经营活动合法合规，为合作社的长远发展
保驾护航。

此次活动通过发放税收宣传资料、解答咨询，
为乡村商户提供了定制化的专业辅导。大通县税
务局将不断创新“税宣+乡村”模式，让税收法治理
念走进乡村集市的每一个摊位，融入产业发展的每
一个环节。用实际行动为激活乡村经济发展贡献
源源不断的税务力量，书写税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崭
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小蕊） 七月的城北区
二十里铺镇花园台村田间地头一派热闹
景象，连片甘蓝翠色如海，村民采收繁
忙有序，货车满载整装待发。数小时
后，这些凝结辛勤汗水的优质蔬菜将抵
达西安、成都的农贸市场，丰富当地市
民的“菜篮子”。这片曾“散乱荒”的土
地，如今蜕变为丰收良田，正是当地通
过耕地“非粮化”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

去年以来，二十里铺镇聚焦耕地保
护红线，扎实推进耕地“非粮化”整

治，镇村干部带头入户做工作，清退
违规种植作物，平整闲置地块，把这
片 200 余亩“散乱荒”的土地重新整合
成连片耕地。同时，立足高海拔气候
优势，积极引进冷凉蔬菜种植，又以
滴水灌溉技术破解“既高产又高效”
的命题。田间纵横的滴灌管网，取代
传统大水漫灌，用水量锐减超 70%，人
力 成 本 节 约 50％ ， 管 护 效 率 提 升 数
倍，年节约成本数万元，此外，田间
密 布 的 黄 色 粘 虫 板 构 筑 起 “ 物 理 防
线”，通过靶向诱杀蚜虫、粉虱等害

虫，实现化学农药用量降低 40%以上，
从源头保障蔬菜绿色品质。

今年首批甘蓝以品质赢得市场青
睐，西安、成都客商竞相采购。村民喜
言：“地盘活了，钱袋子鼓了！”从“闲
置荒地”到“丰收良田”，花园台村的蜕
变是城北区二十里铺镇产业兴农的缩
影。下一步，二十里铺镇将持续聚焦绿
色低碳农业科技示范区建设，大力推广
节水种植技术，延伸冷凉蔬菜种植链
条，推动“农田”变“产业园”，让土地
增值收益惠及更多农民。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7 月 8 日，“浪
山乐水绘通韵，墨舞丹青书双城”西宁大
通·海东乐都书画交流展在大通县文化
馆开展。大通县文体旅游局、两地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大通县文化馆及两地书
法美术家协会领导到场参与并开展艺术
交流活动。

展览当天，两地书法美术家协会会
员纷纷到现场观摩学习，书画家们围绕
书画创作、艺术手法等话题展开深入交
流，并现场作画互相分享经验，充分展现

了两地在书画艺术领域的深厚积淀和独
特见解。

本次展览围绕“浪山乐水绘通韵，墨
舞丹青书双城”主题，“浪山乐水绘通韵”
体现大通、乐都两地山水的灵动之美，寓
意大通与乐都共赏山水之乐；乐都又有

“中国书法之乡”的美誉，“墨舞丹青书双
城”展现两地以书画为媒介，共同书写艺
术华章。

展览共展出作品八十余幅，书法涵盖
楷、行、草、隶、篆等多种书体；中国画的花

鸟、人物和山水画种类齐全，内容丰富、风
格各异，集中体现了大通与乐都两地书法
美术家的艺术风采与创作实力。展览不
仅为广大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互学互鉴的
平台，也进一步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互动与
发展。

此次大通·乐都书画交流展将持续开
放至7月底，展示两地书画创作成果，促
进西宁大通与海东乐都两地书画艺术
交流与合作，搭建书画艺术展示与学习
的平台。

13天4例！我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跑出“加速度”
城中区：走千家入万户 精准服务暖夕阳

西宁大通·海东乐都书画交流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