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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平安区聚焦“两新”组织

流动性强、党员管理难、作用发挥难

等特点，探索形成“四步梯进”工作

法，成立海东市首个快递外卖行业联

合党支部，以“固定+流动”形式将

1 个活动阵地和 8 个“核酸小屋”升

级打造为暖“新”红色驿站，形成辐

射城区的“1+8+X”10 分钟红色服

务圈。

据悉，平安区创新性在红色驿站

设立“流动党员之家”，引导流动党员、

隐形党员、口袋党员主动登记报到找

组织，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主动亮明党

员身份、履行党员职责、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并在新就业群体中大力培育发

展党员，目前已有 8 名快递、外卖小哥

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

同时，联合街道党工委、区级单

位广泛开展特约网格员、文明宣传

员、作风监督员“三员”聘任工作，

充分发挥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

体联系千家万户、经常走街串巷的职

业优势，引导新就业群体加入治理行

列，不断为基层治理增添“新”动

能；指导新就业群体组建“特派援”

先锋队、“小蜜蜂”速递队、“爱随

行”志愿队，创新服务载体、鼓励新

就业群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当好

“移动探头”，为群众提供高效、便

捷、贴心服务，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

人。

（平组）

海东市平安区

10分钟红色服务圈初具雏形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以激发网格治理效能为抓手，持续深化

“党建+红色网格”治理模式，有效提升

基层治理核心驱动力。

党建引领，做强网格治理“红色引

擎”。以“一张网格管治理”为切入点，对

辖区楼栋、大院等进行全面排查，动态调

整网格 310 个，制定网格员 46 项事项清

单，构建形成“党建引领、多网融合、工作

闭环、服务精准”的网格作战单元体系。

多方联动，充实网格治理“新鲜血

液”。推行派出所所长兼任街道（乡镇）党

（工）委委员、政法委员或副主任，以及片

区民警兼任社区党组织副书记等做法。

鼓励社区党员、退休职工等兼职网格员，

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目前，配备专

职网格员310人，兼职网格员443人。

精细管理，延伸网格治理“神经末

梢”。健全“城区工委-街道党工委-社区

党组织-网格长-网格员”五级组织架构，

同步完善网格发现、社区呼叫工作机制，

推行“1+1+1+N”（每个网格设置 1名网

格员、1名社区民警、1名物业管理员，整

合N名党员、志愿者等网格力量）网格治

理模式，构建区域化“大党建”格局。

提升服务，优化网格治理“细针密

缕”。依托网格作战单元体系，常态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等“双报到双服务”活

动，及时排查和化解网格内矛盾纠纷和

不稳定因素。目前，摸排整改各类矛盾

风险隐患 41 个，解决居民群众反映的

问题困难 230件。 （格组）

格尔木市

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核心驱动力

本报记者 栾雨嘉

10 月 28 日，记者走进海南藏族自

治州贵南县过马营镇日安秀麻村梅花

鹿养殖基地。鹿舍干净整洁，成群的

梅 花 鹿 色 泽 斑 斓 、围 栏 而 聚 ，俏 皮 可

爱。

基 地 养 殖 大 户 公 保 正 手 拿 注 射

器，为梅花鹿接种疫苗。随后，他又拿

起铲子、推着小车，打扫起鹿圈来。听

见声响，一只只梅花鹿便围着院墙跑

起来。“鹿，胆小，稍有动静就到处乱

跑。每天，我都要对梅花鹿的健康状

况进行监测，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和

适应情况，并及时做好记录。除此之

外每天还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清扫鹿

粪，隔三差五还要开展大扫除，保证养

殖基地清爽干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重要基础，

产业发展是滋养农民美好生活的源头

活水。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马营镇紧扣

产业纽带，于 2022 年，组织人员到吉林

省长春市考察学习梅花鹿养殖先进经

验和做法，在充分调研分析梅花鹿养

殖发展前景的基础上，鼓励、引导日安

秀麻村因地制宜调整养殖结构，养殖

梅花鹿。

同时，过马营镇积极与企业沟通

合作，投资 230 万元实施梅花鹿养殖项

目。成立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购

置 133 只 梅 花 鹿 并 配 套 相 关 养 殖 设

备。合作社集繁育、养殖、初加工、销

售于一体，主要销售鹿茸、鹿血等。由

此，日安秀麻村正式拉开了梅花鹿特

色养殖的序幕。

日安秀麻村党支部书记多科说：

“比较牛羊养殖，梅花鹿耐粗饲、不挑

食，也不需要太多劳动力，饲料成本也

比较低，是一种百草性动物，特别好养

殖。而且梅花鹿全身都是宝，多个部

位均可通过深加工来实现经济收益，

像鹿茸、鹿血、鹿肉等具有很高的药用

价值和经济价值，市场前景好。”

“养殖梅花鹿，主要靠采收鹿茸和

出售小鹿挣钱，一只成年公鹿每年可

以割两次鹿茸。”公保坦言，梅花鹿吃

得少、长得快，特别是随着鹿茸的市场

价格不断提高，梅花鹿养殖的经济效

益十分显著。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一村一产业，一村一

特色。近年来，过马营镇在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发挥龙头企业带动、

辐射作用上下功夫，通过特色种植养

殖产业，让农村经济旺起来、村民产

业活起来、美好生活富起来。放眼如

今的日安秀麻村，梅花鹿养殖业已然

成 为 当 地 产 业 兴 、 农 民 富 的 生 动 写

照。

多科说：“今年，贵南县农牧和水

利局给予 14 万元扶持资金，用于梅花

鹿相关特色产品的包装。如今通过提

高产品附加值获利近 10 万元，村集体

经济收益日益攀升，群众收入也有了

很大提升。”

今后，日安秀麻村将努力把梅花

鹿养殖基地打造成贵南县“科技+特

色+畜牧+合作社+旅游”的融合创新

高质量发展典范，创品牌、强链条、建

集群，不断加强特色养殖产业，开辟出

一条致富“鹿”。

——“乡村行 看振兴”系列报道

特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好光景特色养殖助力乡村振兴好光景

（上接第二版）
2023 年，曲麻莱县不断加强乡镇

公共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550
余万元建设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周转

房，让他们有房住、心安定，踏踏实实为

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同时，还为每个乡

镇配备了送医送药巡回车，每季度入户

随访 65 岁以上老人“四种慢病”健康状

况。

麻多乡郭洋村村民代措患高血压

已有 8 年，属于“四种慢病”重点随访对

象，“以前，看病购药都不方便。现在，

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健康问题，

小病村上的卫生室就能医好，大病住院

基本都能报销，每隔几个月，乡卫生院

还会到家里来给我看病送药，真是太感

激了！”

此外，针对全县 309 户防返贫监测

户 1058 人，县卫生健康局组织青南支

医专家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单位定期

开展入户医疗帮扶，宣传健康医养、疾

病预防等知识，把优质医疗服务带到群

众身边，实现了监测户医疗帮扶全覆

盖，严防因病返贫，为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坚实的健康基础。

在改善民生上知重负重、迎难而

上，把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医疗、住

房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奋斗让各

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近年来，曲麻

莱县积极推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

革，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不

断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使群众小病不出村，就医有保障，逐

步实现基层能看上病，也能看好病的目

标，从根本上破解了群众看病“难、贵、

远”的问题，群众就医获得感不断增强。

“群众的健康就是最大的民生。我

县卫健系统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精神，始终把保障群众健康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健康实事

办到群众的‘心坎’上，通过联合义诊、

筛查全覆盖、巡回医疗帮扶等医疗服

务，真正让群众看得上病、治得好病、防

得了病。”曲麻莱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尼

玛才仁说。

吹响实干“冲锋号”“医”心为民保健康
10月23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代曲村召开全民入股合作社分红大会，为牧民群众分羊480只，折合人民币约50万元。得到分红的牧民群众看着膘

肥体壮的羊群喜笑颜开。近年来，巴干乡党委政府带领全乡牧民群众，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千方百计推动牧民增收，用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图为分红现场。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曲麻莱:集体经济“大丰收”笑逐颜开领分红

本报海南讯（记者 栾雨嘉 洪玉
杰） 10 月 31 日，记者在海南藏族自治

州贵南县农牧和水利局了解到，作为传

统畜牧业大县，牦牛产业是贵南县支柱

产业之一。今年，贵南县在畜种品种保

护和产业优质发展上下足功夫，持续实

施“牦牛提纯复壮改良”技术项目，取得

了一定成果。

贵南县牦牛是当地牧区自然生态

条件下经过当地牧民长期自然选择和

培育的优质地方品种，但由于缺乏完整

的繁育体系和优质种质资源，加之长期

以来的本群繁育，贵南牦牛存在牦牛种

群退化、生产性能低、抗逆性差、经济效

益下降等问题。

为有效解决优质种源短缺、种群退

化等问题，贵南县在畜种品种保护和产

业优质发展上下功夫，投入近 700 万元

资金实施牦牛提纯复壮改良工程，打造

6 个牦牛高效养殖示范基地，推广“引、

育、繁、推”新技术牦牛提纯复壮改良，

以放养或半舍饲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牦

牛品质，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农畜产品

品牌效应。

自“牦牛提纯复壮改良”工作开展以

来，贵南县通过牧户交换种公牛配种、从

外地购入良种牦牛等品种选育方法，对

牦牛进行成功改良，实现了经济效益稳

步增长。同时，还开展技术推广和培训

工作，帮助当地牧民熟练掌握牦牛繁育、

补饲等技术，并实施牦牛良种补贴项目，

推动“牦牛提纯复壮改良”技术成熟发

展。截至目前，贵南县牦牛存栏20万头，

能繁母畜 11.2万头，复壮改良工作提高

了牦牛生产的质量和效益，让科技转化

成了牧民腰包里的“真金白银”。

贵南持续实施贵南持续实施
““牦牛提纯复壮改良牦牛提纯复壮改良””技术项目技术项目

本报海南讯（记者 栾雨嘉 洪玉
杰） 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

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优化布局、突出重点，统筹协

调、融合发展，对照标准、精心打造”的

总要求，立足资源禀赋、发掘发展潜力，

扎实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兴海县依托山地森林、黄河峡谷、

草原湿地等，大力度开发高原黄河峡谷

探秘、乡村田园休闲、传统农耕文化、温

泉康疗养生、藏医药保健、草原休闲观

光、民宿文化体验等重点旅游品牌，加

快黄河峡谷、安多民俗、赛宗旅游、唐蕃

古道等旅游景区建设，“生态兴海”影响

力得到明显提升。

牢牢抓住国家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机遇，兴海县以“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等生态资源为依托，着力推出

以河卡草原景区、赛宗山文化旅游景

区、沃门沟瀑布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旅

游线路。以 G214、G572、G573 国道

为基础，黄河峡谷、唐蕃古道 （温泉

段） 为 依 托 ， 重 点 打 造 河 卡 镇 羊 曲

村、温泉乡长水村等一批景观优美、

特色鲜明、体验性强、距离适度的生

态旅游风景道，给游客提供了更多更

完善的旅游度假新空间、新选择。

立足兴海特有资源，推进生态旅游

与文化、农牧业、商贸、医药等产业融合

发展，辐射石雕、藏纸、藏绣等生态旅游

关联产业增收，不断催生藏餐体验、藏

医药浴、温泉康养等生态旅游新业态、

新产品，形成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生态旅游产业体系。今后，将在

做好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接待点和星

级宾馆改造提升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实

施乡村旅游服务点项目、景区建设等

重大项目，不断健全完善生态旅游运

营管理体系、要素服务体系和安全保

障体系等，持续擦亮“生态兴海”发

展品牌。

文旅融合擦亮文旅融合擦亮
““生态兴海生态兴海””特色品牌特色品牌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通讯员
罗春妮） 西宁市城东区充分发挥基层

党 组 织 作 用 ， 夯 实 平 安 建 设 基 层 基

础，在“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建

设的基础上，整合综治中心、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等资源力量，成

立“五心合一”的平安建设服务中心，

全力构建与东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具有东区特色的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模

式。今年 7 月初至 10 月 17 日，共化解

矛 盾 纠 纷 78 起 ， 提 供 公 共 法 律 服 务

100余次。

据了解，城东区平安建设服务中

心采用“常驻+轮驻+随驻+聘驻”等

方式，抽调相关部门 （单位） 进驻，

全区信访量排名靠前的镇 （街道） 和

矛盾纠纷多发频发的城乡建设、人社、

城管、卫健等区直单位组成轮驻，根据

工 作 需 要 随 时 派 驻 单 位 随 驻 ， 行 业

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和品牌调解

室 等 聘 驻 。 以 “ 一 窗 受 理 ， 多 元 化

解”为目标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坚

持 以 实 现 集 约 高 效 原 则 推 动 “ 一 揽

子”调处、全链条解决。通过受理分

流、排查调处、社会治安防控、联调

联动、多元化解、研判会商、便民服务

等机制，切实解决群众矛盾纠纷“最

多跑一地、一站解纠纷”的便民服务目

标。

调解工作受理后，由中心引导员分

流转办至相关窗口进行咨询解答、引导

调 解 、行 政 处 理 、法 院 受 理 特 别 程 序

等。通过指定牵头单位，协调参与配

合部门，形成各部门联调联动的工作

机制，要求简单事项 1 天办结，一般事

项 7 天办结，复杂事项 15 天办结，疑难

事项 30天办结。

西宁市城东区

构建具有东区特色的构建具有东区特色的
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基地养殖的梅花鹿。 本报记者 栾雨嘉 摄基地特色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