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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得乾

书屋内各种书籍分门别类整齐摆

放在书架上，文体活动室里乒乓球、台球

和健身器材按区域布置，干净整洁的舞

蹈排练教室里宽敞明亮……走进西宁市

五一工人文化宫，只见这里的人们有的

在静静地看书，有的打球健身，还有的进

行形体训练，都沉浸在各自的爱好中。

“我们充分发挥文化宫的作用，每周

组织小活动，每月举办大活动，聚力打造

新时代职工的‘学校和乐园’，以文体活

动引领职工凝心筑梦。”西宁市五一工人

文化宫工作人员王维琴告诉记者，今年4
月开始，文化宫着力打造“万人百日健步

走”活动比赛，就是希望广大职工能积极

利用业余时间去走路健身，丰富职工业

余活动，目前报名职工达到近1.5万人。

王维琴说，通过推进职工书画院

建设，开展全市职工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趣味运动会、徒步健身、拔河赛、

歌手大赛等各类文体活动，在进一步

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

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发职

工的热情和活力，转化为职工积极投

身工作、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隶属于西

宁市总工会，近年来西宁市总工会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对

基层党建提出的“六个一”要求，以“党

建带工建”为主线，以夯实工会基层组

织建设工作为重点，以打造特色工建品

牌为目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进全

市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从思想上引领职工、凝聚力量是工

会工作的重要内容。西宁市总工会以

文艺宣传活动为载体，深化“中国梦·劳

动美”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建宣讲团

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文艺巡演、职工群

众大讲堂，开展“工运史”沉浸式专场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线上知识竞赛，在

微信平台推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不断加强职工

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引导广大职工群众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引领职工开展建功立业活动，强

化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牵头抓

总职责，投入专项经费成功举办第七

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培养选拔“技术

状元”“技术明星”“技术能手”。组织

职工参加技术革新、技术协作、发明创

造、合理化建议、网上练兵和群众性创

新创造活动，推动形成比学赶帮超浓

厚氛围，激发职工创造活力。推荐选

树全国和省级工人先锋号、五一劳动

奖章、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荣誉，强

化示范引领效应，汇聚职工奋进伟力。

作为职工群众的“娘家人”，西宁

市总工会不断聚焦提升服务职工群众

水平，通过持续做好工会“四季送”服

务品牌，着力落实职工普惠服务，努力

实施女职工关爱行动等活动，营造了

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浓厚氛围。

西宁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侯亚娟介绍，西宁市总工会在

推进工会会员普惠性服务中，完成职工

医疗互助保障参保人数 7.9万人，省市

县三级工会共投入资金 117.7万元，协

同同级政府支持城中区、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湟源县开展“暖心早餐”项目，

惠及环卫职工 1250 人，新建户外劳动

者驿站50家，4家驿站获全国、全省“最

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殊荣。

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报刊架、工

具箱、多功能插线板、雨伞架、桌椅……记

者在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户外

劳动者驿站看到，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通过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

水、热饭、充电、休息等便捷、优质、可持

续的暖心服务，真正实现了‘累了能歇

脚、渴了能喝水、饭凉能加热’的服务功

能，让户外劳动者舒心工作、体面劳动

成为现实。”西宁市五一工人文化宫党

支部书记梁得云说，劳动者驿站虽然看

起来不大，但实实在在缓解了周边环卫

职工、出租车司机、交警、快递员、外卖

送餐员等广大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

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现实问题。

梁得云介绍，驿站自建成以来，已

累计服务周边户外劳动者 1.2万人次，

极大地提升了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幸福

感、获得感，五一工人文化宫将持续用

心用情服务，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

者想得起、找得到、用得着的温馨港湾。

“党建带工建”
当好职工群众“娘家人”

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 西宁市总工会供图

本报记者 陈贇业 马振东

“谢谢社区的同志，谢谢马书记，要

是没有你们的帮助和调解，我和老婆不

可能这么快和好。”7 月 3 日上午，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金峰路街

道金南社区居民老马和家人来到社区，

送上一面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上半年，老马和妻子因家庭琐

事产生矛盾，夫妻俩频繁吵架，关系越

闹越僵，让他们身边的亲人担心不已。

金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建才得知此事

后，第一时间联系他们的亲属，并组织

老马夫妻俩到社区共同商讨解决矛盾

的办法。

“喝口水，坐下来好好谈，都是一家

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7 月 2 日，

在社区石榴籽工作站，马建才为老马一

家人沏上热乎乎的盖碗茶，和夫妻二人

讲道理、谈亲情，向夫妻二人分享家庭

和睦的经验和心得，夫妻二人袒露心

声，心平气和地向对方提出自己对未来

生活的建议和要求，两人达成一致，夫

妻矛盾得到化解。

“我们社区是一个居住着汉、回、撒

拉、哈萨克等多民族的大家庭，社区里

遇到的事情说大不大，但桩桩件件却涉

及老百姓的生活点滴，事关居民生活的

幸福感。群众给我们送锦旗，是对我们

工作的认可，更是对社区服务再上新台

阶的激励。”接过沉甸甸的锦旗，马建才

感慨地说。

“排民困暖民心，系民情解民忧”

“ 心 系 群 众 办 实 事 ，扶 贫 济 困 解 民

忧”……在金南社区一间办公室内，记

者看到墙上挂了很多锦旗，有不少都是

今年上半年刚刚送来的，这些锦旗的背

后，都有一个暖心故事。

社区居民马秀文与丈夫离婚后独自

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一家人没有稳定的

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社区工

作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根据相关政策

为她办理了低保、申请了公租房，大大减

轻了她的家庭负担；居民韩哈米视力严

重下降被鉴定为视力二级残疾，无法找

到合适的工作，其妻因照顾子女上学无

法外出务工，社区工作人员得知这一情

况后，及时上报街道，为韩哈米一家申请

救助，将他纳入低保救助范围……

一面锦旗，一份感恩，更是各族群

众对金南社区工作的认可和感谢。

近年来，金南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党

组织身处基层、贴近各族群众的优势，

建立“社区党支部+社会组织+社区党

员+社会志愿者”的“四社联动”队

伍，及时了解和反映各族群众的思想

状况和实际困难，积极利用社区资源

为 辖 区 居 民 解 决 生 活 中 的 问 题 和 困

难，各族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满意

度不断提升。

“在社区的帮助下，我们小区进行

了全面改造。现在小区加装了保温层，

楼顶做了防水处理，楼道进行了全面粉

刷 ，小 区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下 家 都 很 满

意。”社区居民冶沙力海说。

冶沙力海所在的原运输公司家属

院是一个老旧小区，存在着楼栋外围没

有保温层、线路老化、房顶年久失修等

问题。由于是无物业管理小区，这些问

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为优化居

民居住环境，社区工作人员经多方协

调，联合格尔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部门，将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使

小区居住条件和环境得到改善，有效提

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社区工作人员解磊介绍说，金南社

区十分注重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今

年以来，社区依托周五宣讲台、“尕板

凳”微宣讲、居民微信群等宣传平台，开

展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1200 余份，引导各族群众共同维护好

民族团结。

与此同时，金南社区还不断将关心

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今年 4 月份，

社区开展“走访慰问送真情”活动，为辖

区困难群众送去食物油、大米等生活用

品；5 月份，社区联合金峰路街道卫生

服务中心，为辖区老人提供免费体检；6
月份，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六一’国际

儿童节”“端午节”等相关文化活动，让

各族群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相

亲相爱一家人的温馨……

“在我看来，社区工作最重要的就

是促进居民团结，要想大家团结一心，

就需要解决好居民所需所想所盼。作

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将和同事一起继

续努力，把金南社区建设成各族群众安

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让各族群众像‘石

榴籽’一样抱得更紧更密。”马建才说。

让“石榴籽”抱得更紧更密

为辖区居民进行免费体检。 金南社区供图

本报记者 何 敏

7 月 6 日上午 10 时许，在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寺沟管护站，古古拉

管护点的管护员叶抓西才郎和妻子宋

成芳参加了一次工作例会。

这样的例会每月6日、16日、26日都

会有，但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多了一

个议题，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的管

护员通过各种渠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

学习。由于上次例会因故没能召开，所以

我们就在这次例会上又安排了大家集中

学习环节，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寺沟管

护站副站长牛抓西文学说。

牛副站长的话，叶抓西才郎显然是

记到心里了。

以前每次在站上开完例会，夫妻俩

还会顺便回一趟5公里外的家，干点家务

活，休整休整。但这次不一样，例会一结

束，叶抓西才郎便催着妻子到距离最近

的乡镇上置办了点生活必需品，就抓紧

时间赶回了巡护点。因为，在这对忠厚

朴实的夫妻心里，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

干好，保护好负责区域的生态环境，守护

好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就是对习

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最好回应。

地处甘青交界的古古拉管护点距

离寺沟管护站 30 多公里，跟寺沟管护

站的其他两个管护点一样，叶抓西才郎

夫妻俩的日常工作就是管护好辖区内

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主要是保护好

水源涵养林。

但跟别的管护点不一样的是，古古

拉是其中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交通

十分不便的一个，一年有大半年大雪封

山，而且没有饮用水源，喝水就靠门前

的河流。这意味着，在这里工作的叶抓

西才郎夫妻俩，要比别人克服更多的孤

寂和生活困难。

着急赶回去的夫妻俩，很快就投入

到了巡护工作中。他们背着望远镜、水

壶，沿着右手边的山坡，踩着蜿蜒的山

路一路登攀，走了一会儿，额头上便布

满细密的汗珠。当天，叶抓西才郎和妻

子不仅要沿着来回十几公里的巡山路

查看森林管护和防汛防火情况，还要监

测林区安全和野生动物踪迹。

“生态管护员不光要走很远的路程，

还要一人兼顾很多职责，包括野生动植物

巡护、清理垃圾、森林防火、制止非法采伐

和盗猎等等。”叶抓西才郎说，现在当地牧

民群众的用火防火意识都增强了，祁连山

的植被更加茂盛，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

就是他们守护这片林地的最大意义。

叶抓西才郎2021年来到古古拉管护

点，2023年，妻子宋成芳也被纳入到生态

管护员队伍，这里就成了“夫妻管护点”。

在茫茫山林里，两人互相陪伴，走过了不

少坎坷，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夫妻俩负责管护的区域有八百多公

顷，全部处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管护

区域，境内分布有名贵的野生动植物。这

么大的区域，两人一个月要完成不少于一

次的全面巡护，有放牧点 、祭祀点的区域

重点巡护，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一年多时间下来，林区里的山路通

向哪儿，溪流流向哪儿，有哪些动植物

资源，宋成芳都了解得差不多了。叶抓

西才郎去巡护，她总会陪着丈夫一同前

往。“管护区内山大沟深，路难走，为了

安全，护林员在巡山时都是要求两三个

人同行。山里有时候也会碰到野生动

物，我会担心，还不如跟着他一起巡护，

至少路上有个伴。”宋成芳说。

“我走这样的路，已经习惯了。”叶

抓西才郎笑着说。

“他这个人就是嘴硬。”宋成芳想起

丈夫扭伤的事，至今还很心疼。2023
年 11 月，大雪封山，叶抓西才郎在巡山

时不小心踩到石头崴了脚，想到管护点

人手少、任务重，他就留下来养伤，过了

两个多月，受伤的脚才完全恢复。

与其他护林员一样，叶抓西才郎夫

妻一直与森林为家，与寂寞为伴，默默

地守护着这片浩瀚的林海草原，也深切

地感受到了生态领域改革带来的发展

成果。

原先，古古拉管护点没有电也没有

网络信号。后来，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

创建工作中各项改革措施的大力推进，

管护点安装了太阳能发电设施，还配备

了卫星电话。虽然到现在，遇到连日阴

雨天气时太阳能仍会“失效”，卫星电话

也仅限于遇到紧急特殊情况时使用，但

生态环境领域改革的春风，还是让这个

偏远的管护站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

“我们所有生态管护员的手机上都

安装了智能巡护终端，通过手机 App 可

以定位、查询管护员的巡山轨迹，管护员

也可以查看区域内各类野生动植物的实

时状况，十分便捷。工作方式的现代化

转变，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中大力

实施智慧公园建设的一项改革创新举

措。”寺沟管护站站长张军山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大力加强各项工作力

度，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国家公

园各项制度宣传等，还有就是强化日常

巡护及辖区环境卫生清理，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保护好祁连山国家公园生物多

样性。”牛抓西文学说。

如今，让叶抓西才郎和宋成芳打心

眼儿里高兴并骄傲的事，就是守护着群

山常绿、河水常清、野生动物长存。

我护青山多秀美我护青山多秀美

古古拉管护点周边风景。 叶抓西才郎夫妻在巡护中。 本报记者 何敏 摄

劳动者在户外劳动者驿站休息。 西宁市总工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