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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窝赛乡充分

利用辖区红色资源和群防群治工作先发

优势，充分继承“果洛建政”的红色基因，

赓续“红心向党”的红色血脉，组建“红袖

标”治安联防队，形成以抓党建促落实“四

联三卷”工作机制为引领，坚守“知重能负

重、苦干不苦熬”的群防群治队伍，为平安

达日群防群治力量建设提供了新路径。

2020 年 11 月，达日县窝赛乡“红袖

标”治安联防队成立，历经两年发展成

了一支“日巡”不放松，群防群治撑起百

姓安全“保护伞”的中坚力量。治安联

防队发挥“人熟、地熟、事熟”优势，形成

了“全方位、全时空、全覆盖”的巡逻体

系，做到不留死角，有效预防各类案事

件发生，切实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在窝

赛乡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以及矛

盾调解员等党、政、群组成的基础治理

队伍，依托网络和手机移动平台，转发

优秀防范短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安

全防范宣传活动，建立起了“空中”安全

防范的“大喇叭”。在线下，借助流动服

务“宣传车”、警示教育“小课堂”、应急

处置“机动队”等平台，面对面进行法律

宣讲、安全防范知识宣传，形成了点面

全覆盖的基层平安建设网络，在治安管

理、草原防火、消防安全、平安建设、综

治民调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

会安定团结、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提供着保障。 （达日县宣传部）

达日县窝赛乡

“党建+群防群治”走出平安建设新路径

自抓党建促落实“四联三卷”工作开

展以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

照基层党建“六个一”工作要求，通过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基层干部培训、党员管

理工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形成共谋共推抓党建促落实“四联三卷”

工作机制的强大工作合力。

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战斗堡

垒作用，班玛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基

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年”活动，对 34 个村

（社区）党组织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排查，

逐村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

单”，对于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整顿措

施，列出时间表、画出流程图，统筹安排

各项整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落

实，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

功能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明显提升。同时，为提升村干部工作能

力，不定期举办村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将 238名“两委”班子成员分层次和批次

进行培训学习，在提升村干部履职能力

的同时，提升驻村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专业

素养，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班玛县按照每个行政村每年至少

培养 3 名入党积极分子、发展 1 名党员

的工作要求，坚持把好发展党员的“入

口关、质量关、程序关”，高质量做好发

展党员工作，各乡镇党委由专责党务工

作者负责信息采集、汇总、录入、校核等

工作，确保信息采集全覆盖。建立流动

党员县、乡、村三级备案信息库，以基层

党支部为单位，摸排掌握流动党员进出

情况，并建立“一支部一台账”，基层党

组织明确专人负责流动党员管理，全面

掌握流动党员的数量、分布等基本情

况，为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提

供信息服务。 （班玛组）

班玛县：共谋共推抓党建促落实

西宁市城北区突出分类指导、压茬

推进，扎实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质

增效。

城 北 区 深 入 落 实 平 安 建 设“ 十 个

一 ”要 求 ，在 全 区 38 个 村 全 覆 盖 落 实

“穿警服的村党组织副书记”，深化农村

警务联动，推动“党务、警务、村务”深度

融合。推进“党员入格，一网兜底”，着

力丰富“双帮”、在职党员进社区“双进

双联四服务”工作载体，成立区机关党

员志愿服务队。从严落实党组织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全面实现党组织书

记、校长“一肩挑”，配齐配强专职副书

记，党组织与行政班子成员“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率 92.42%。积极实行党组织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打造中医院“医

心向党 杏林先锋”党建品牌，创新“五

引领五带动”党建工作法，逐步形成“支

部带党员、党员带骨干、骨干带青年职

工”的“三带”模式。成立城北区物业行

业党委，加强党对物业服务行业的领

导。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大走

访、大调研、大排查、大攻坚”工作。

（城北组）

西宁市城北区

扎实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效

西宁市城北区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全力推动基层党建提

质增效、走深走实。

坚持目标导向，提高工作质效。聚

焦各领域党建工作重点及薄弱环节，逐

项研究、制定方案、明确措施、狠抓落

实。定期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发展党

员、党费收缴、“三会一课”等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督导，压实工作责任。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探

索推进“一网融合”赋能网格治理，创新

开展组团式下沉服务机制、“三微一体”

“民生微实事”等措施，有效解决了网格

化治理力量薄弱、基层治理精细化程度

不高、共驻共建还不够有力等一批困扰

基层的重点难点问题。

坚持效果导向，强化示范引领。升

级打造集治安服务、物业服务、社区服

务、文化服务及司法援助等为一体的

“红领·民惠家”党建综合服务中心，建

立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党组织、物业、业

主、商户五方联动体系，构建区域衔接、

资源共享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

（城北组）

西宁市城北区

坚持三个“导向”推动基层党建走深走实

12 月 22 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冬至

节气如约而至。当天 16 时，在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一社的

震区集中安置点内，国网海东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青年突击队队员们正

在为受灾群众煮饺子，两口大锅冒着热

气，为安置点的群众们带去冬至温暖。

随着夜色渐渐变暗，当地气温降到

了零下十几度，一碗碗的饺子送到村民

手中，吃上饺子的大家脸上露出久违的

微笑，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大家的心。

“冬至，吃点热的，暖和暖和！”党员

突击队队员祁禄明将饺子餐盒送到受灾

群众手中时，不忘说一句暖心话。6箱水

饺，两口滚着沸水的大锅，8名围着热腾

腾的大锅轮流煮饺子片刻不停的党员服

务队。祁禄明将饺子下入大锅后说：“看

到大家开心地吃着我们煮的饺子，一句

句感谢话激励着我，能为受灾群众献出

自己的力量，我发自由心地感到暖心。”

旁边，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党员突击

队紧张地为新建的活动板房通电，随着

板房的灯亮起，老人、小孩和伤员搬进

了更温暖的房子里。喇家村一社安置

点电力保障负责人邢震在为新建的活

动板房安装灯泡，打开开关看到灯亮的

时候说：“从 22 日 9 时起，官亭镇喇家村

一社受灾安置点陆续新安装了 22 个板

房，我们随后立即开始制订供电方案，

在为板房通电时，还要保证安置帐篷不

能停电，我们从附近的供电线路搭接了

一条通电线路。”

坐在明亮、温暖的安置帐篷内，吃

着饺子的喇家村村民李正清高兴地说：

“往年冬至的时候我们也吃饺子，今年

地震灾害让我们回不了家，以为吃不了

饺子过不了冬至节，没想到供电公司为

我们在安置点煮了饺子，饺子非常可

口，我们倍感温暖。” （李永鹏）

喇家村一社受灾群众冬至吃上暖心饺子

日前，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

旦行委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辖区

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点亮中小

学生的冬季“平安上学路”。

活动中，通过观看交通安全宣传

片、讲解典型事故案例、解答问题等多

种形式，民警向同学们宣传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和 122 全国交通安全宣传

日的由来及活动开展的意义。同时，向

同学们宣讲最新交通安全常识，重点讲

解“一盔一带”安全防护的重要性，呼吁

在校师生共同参与文明交通创建，做亲

朋好友的安全提醒者，做到文明交通，

安全同行。

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进

了中小学生的法治观念和文明交通意

识，营造了全民学法、知法、用法、守法

的良好氛围。 （符琦）

交通安全进校园 守护平安成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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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地震发生以来，震区一个个群众踊跃参与抗

震救灾，用点滴爱心，在救灾一线凝聚起大爱的

力量，温暖了人们的身心。12 月 22 日至 23 日，本

报记者走进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循化

撒拉族自治县震区一线，寻访群众参与抗震救灾

的感人故事。

将党支部建在“锅台旁”

12 月 23 日傍晚，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

县中川乡美一村的临津居农家院里，现场搭建的

临时厨房忙碌而有序。临近饭点，前来吃饭的人

一波一波涌入院子里。

拉面师傅何成伟一抻一拉间，迅速地将一份

份面条甩进锅里，随着面汤沸腾，捞出煮熟的面

条，再加上牛肉、蒜苗和辣椒油，将一碗热气腾腾

的青海拉面送到了吃饭人手中。

“房墙在地震中倒了，这两天我们一家四口

都住在帐篷里，吃泡面比较多，听邻居说这里有

面条可以吃，一家人就赶紧过来了。好吃！吃得

身上心里都暖暖的。”美一村村民文双龙边说边

又拿起一个油饼吃起来。

“暖心食堂”从何而来？

一切要从在美一村长大的土族姑娘、青海达

尼 坤 帮 妇 乐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的 总 经 理 吉 晓 玲 说

起。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吉晓玲向受灾严

重的村民送去了 2000 个帽子和 3500 双棉袜，并

产生了办免费爱心食堂的想法。

“尤其当我看到，在大冬天里，为了优先保障

受灾群众吃上热饭，许多救援队员蹲在路边喝矿

泉水、啃干面包时，我的想法就更坚定了，我们要

用 热 腾 腾 的 饭 菜 来 表 达 对 救 援 队 员 的 感 激 之

情。”吉晓玲说。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自己的朋友、青海福犇福

餐饮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兼总经理李寿林的支

持。作为湟源县这两年新成立的“两新”党组织，

李寿林曾在多个受灾区开办爱心食堂，这次地震

后，他也在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前来救援。

“支部建在锅台旁，我们要充分发挥‘两新’党

组织的作用，这一次来的人都是党员，他们积极报

名参加，要为受灾区群众献出一份爱心。这不仅

是一碗面，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李寿林说。

点滴汇聚，温暖传递，一时间，吉晓玲的企业

家朋友们都积极参与到这场爱心传递中。

青海旺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送来了 9 吨面

粉、1 吨清油和 10 吨各类蔬菜，青海申旭商贸有

限公司拉来了 20 吨煤炭，青海莫热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送来了 3000盒青稞面……

23 日 11 时左右，爱心食堂正式开业，吉晓玲

早早就喊了大家来吃面。一时间，小院里排起了

长队，队伍里不仅有受灾群众，也有救援队员。

吉晓玲的家人还带着 300 份面，送到了在一线救

援和执勤的人员手中。

“这几天一直在一线参与救援，吃上热气腾

腾的面条，吃完有点想家了，但也更有力气干活

了，我们一定不负这份爱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为

抗震救灾做贡献。”来自某单位的一名队员说。

大家吃得开心，心里就舒坦
“叮铃铃……叮铃铃……”22 日 4 时，马吉全

的手机闹钟打破全家人熟睡的宁静，他起身打开

帐篷的照明灯，妻子和自己年迈的母亲也迅速起

身，穿起发放的大棉衣出了帐篷，三人轻手轻脚

地走过中川乡红崖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的数

十间帐篷，来到了自己家。

地震发生后，他们就和大家一起住在了安置

点，几天过去，他们慢慢地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不过今天起这么早，是为了一顿饭！

“这个想法是母亲先提的！她说金田村的老

乡受了苦，我们得做点啥。”马吉全和妻子也正有

此意，三人便商量着为金田村的老乡和参与救援

的人做一顿饭。考虑到人手不足的问题，他们及

时联系了自己的大哥和嫂子一起帮忙。

22日 4时 10分，哥哥嫂嫂也如约赶到马吉全

家中。五人迅速忙碌起来——和面、煮羊肉、洗萝

卜、洗土豆……准备工作做完时天已大亮，妻子、

嫂子和母亲三人张罗着做油饼，马吉全和哥哥将

15公斤羊肉切成小块儿，倒入院子里的两口大锅，

做起了青海人爱吃的传统美食——羊肉熬饭。

时间慢慢过去，200 多个金黄油亮的大油饼

已经做好，就等锅里的熬饭煮得更软烂一些，“金

田村的老人多，煮久一点儿他们也能多吃一些。”

马吉全说。

11 时 30 分，马吉全一家人带着两锅热气腾

腾的羊肉熬饭和两大袋油饼，来到了离红崖村 4
公里远的金田村安置点上，他们事先和金田村管

理受灾村民吃饭的志愿者杨发新沟通过，分餐的

地方就在安置区乡亲们的帐篷旁边。“老乡们，来

吃饭了！热热的羊肉熬饭！”马吉全一声喊，几位

老年人说笑着就走了过来，志愿者杨发新让大家

排队一一取餐。从长长的队伍后面望去，马吉全

和家人忙着打饭，迎面走过来的每个人端着一碗

熬饭拿着一个饼，留下了一路的肉香味儿。

充满爱心的一碗碗热饭，汇聚同心救灾的力

量。12 月 23 日清晨，在官亭镇 4000 年牛肉面馆

门口的空地上，马文辉和来帮手的亲戚各显其

能，熬汤、配菜、和面……为今天的“爱心面”做着

最后的准备。临近中午，马路边的摊位前排起了

长长的队，看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正在和面的马

文辉手下动作变得更加利索。

“作为民和人，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地震后，

马文辉提议做“爱心面”，家人一起商量，决定为受

灾乡亲和救援人员免费提供 3天的牛肉面。如今

已经4天了，他的“爱心面”摊位却没有停下来。

除了餐饮，马文辉家还经营着瓷砖生意。这

次地震，堆放在库房里的瓷砖被震碎了大半，损

失上百万元。“家在，就啥都在。”马文辉说，这只

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儿，称不上雪中送炭，

但是看着受灾的老乡和来自各地的救援人员吃

得这么开心，心里就很舒坦。

为乡亲们的事情多跑腿

12 月 23 日 11 时，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

族乡铁尕楞村三社小广场上，阳光下鲜红的党旗

和国旗迎风飘扬。

村里的“大锅饭”灶台前，妇女忙着切肉、洗

菜、生火，孩童在广场上奔跑打闹，清脆的笑声充

满整个广场。

此时，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抱着几箱方便面

向人群中走来，负责记账的村民才让东智赶紧放

下茶杯，在账本上一笔一画记录：扎西东知，捐赠

方便面 5箱、饼干 1箱。

扎西东知是果洛藏族自治州消防支队的一

名消防救援队员。地震发生后，经队长特批，他

连夜赶往老家，准备投身家乡抗震救灾。19日下

午一到家，顾不上休息的他就积极投入灾情排

查、物资搬运、帐篷搭建、老年人照料、临时翻译

等工作中，哪里忙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灾情排查是扎西东知每天的重点工作。“地

震导致的大量垮塌土石方把我家和隔壁邻居家

的 后 墙‘ 冲 ’倒 ，房 子 成 为 危 房 ，已 经 不 敢 住 人

了。”扎西东知指着一条长长的裂缝说。

跟随扎西东知的脚步，一户接着一户，走一路

查看一路，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村庄后山。站在后

山俯瞰，村庄尽收眼底。扎西东知指着民房与蓝

色帐篷夹杂的村庄说：“虽然地震搅乱了我们平静

和谐的生活，但是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有社会各界

人士的关注支持，我们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下山途中，我们看见一位老人静静坐在山坡

上，默默地看着山下。扎西东知介绍说这是他爷

爷李本加，今年已 80 岁高龄，我们赶紧上前和老

人打招呼：“得莫、得莫（藏语问候语）。”老人热情

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好！你好！”

看到扎西东知站在一边，老人对他用藏语小

声说了几句话，扎西东知转过头翻译说：“爷爷告

诫他，大灾面前，一定要为家乡抗震救灾多尽力，

为乡亲们的事情多跑腿。你看地震后不久，村里

救灾帐篷有了、取暖炉子有了、电有了、被褥有了，

吃的喝的也有了，我们要记着党和政府的恩情。”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李庆玲 顾植霞 陈
俊 张地俊 肉旦尖措）

爱的暖流爱的暖流，，在寒冬里涌动在寒冬里涌动

笑颜。

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村民在领“爱心餐”。

连日来，抗震救灾一线党旗飘扬，
各处救援抢险忙而不乱、井然有序。
救援队伍奋力清理现场、扎起帐篷安
置受灾群众、支锅做饭、进行人员登
记、分发来自省内外的救援物资……
体现出愈是困难时刻，全国人民愈能
守望相助；愈是危难关头，愈能见证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受灾严重的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中川乡金田村安置点，拉面企业
自发支起锅灶，为受灾群众端上一碗
碗热气腾腾的拉面。“还煮了鸡蛋，大
家一定要吃饱啊！”“天气太冷了，要
想办法让大家尽快把饭吃上。”“只要
人没事就好，家园一定会再建起来。”

“官亭、中川加油！”……一句句质朴
暖心的话语，如同亲人间的关切叮
嘱，传递着温暖大爱。

为了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渡过难
关，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以“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走进抗震抢险一
线和基层，倾听群众诉求，设身处地
地站在受灾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帮助
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临时安置点
上群众的被子暖不暖和、有没有电热
毯、燃煤够不够、能不能喝上热水？
老人的常备药，孩子的尿不湿、奶粉
充足不充足？遇难者家属还需要哪
些帮助……把能想到的都想到，把该
做的都做到位，真心实意办好群众的
事情。受灾群众看到，在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道帏藏族乡牙木村，暂时歇息
的消防救援队员不顾疲劳仍然和孩
子们一起做“手抄报”，贴心地安抚孩
子们的心灵，让他们尽快快乐起来。
党和政府的关怀、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受灾群众有了

“主心骨”、吃下了“定心丸”。
目前，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中，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
难还有很多。越是如此，就越需要凝
聚信心，越需要同舟共济、相互守
护。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
来自省内外社会各界的倾情关爱，没
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

杨燕玲

患难与共患难与共
倾情守护倾情守护

本报记者 顾植霞 李庆玲 陈俊 肉旦尖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