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振东 通讯员 格 组

“今儿个中午有羊肉糊茄、凉拌西

兰花、芹菜炒肉，主食有米饭，也有花

卷 ，味 道‘ 攒 劲 ’得 很 啊 。”5 月 23 日 中

午，刚在村里爱心食堂吃过午饭的罗明

山咂摸着嘴说，“现在这日子闻着味道

都幸福着嘞。”

罗老汉所在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红柳村，自去

年 12 月开设了爱心食堂后，村里 60 岁

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在这里用餐，这可

乐坏了像罗老汉这样年龄大了子女不

在身边的老人。

“我们村里很多老人的子女在外面

打工、上班，中午没时间给老人做饭。

年龄大了的老人，家里做饭，忙活半天

做多了，剩饭好些天也吃不完，对身体

也不好。”红柳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

起办餐厅的初衷娓娓道来。

“这几年呀，村子发展越来越好，要

为乡亲们办几样大实事儿。”李国善说。

距离格尔木市中心 12 公里的红柳

村，是一个建村不到10年的“年轻”村庄。

2013 年下半年，格尔木市因修建道

路，将郭勒木德镇东村 40家村户拆迁安

置到了一个叫红柳的地方，村名也就叫

了红柳村。

因为是新成立的村子，村子里只有

两名正式党员，村“两委”班子不团结，

党组织软弱涣散，2014 年还被格尔木市

评了个“后进村”。

“2016 年，多亏国家实施了精准扶

贫政策，村里来了驻村工作队，带动起

大家创新干事业。”李国善说：“之后，正

是在一任任‘第一书记’的帮扶下，村里

摘掉了‘后进村’的帽子，还成了海西州

的党建示范点。”

俗 话 说 ，火 车 跑 得 快 ，全 靠 车 头

带。村子自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党组

织后，一年年，红柳村有了可喜的变化。

村里的土质不好面积却很大，如何

变“废”为“宝”？李国善和其他村民一

起凑了 39 万元，成立了仁达合作社，决

心用自己的全部家当开垦这片荒地。

到了 2015 年，合作社种植枸杞获利

80 万元，但后来枸杞市场大不如以前

了，李国善思谋：“靠一条腿走路不行，

趴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趁热改行才是正

确的出路。”

2016 年，在停止扩大种植枸杞面积

后，合作社正好赶上了政府的“菜篮子”

计划，7 座温室大棚就这样建起来了，李

国善带领村民开始种植无公害的瓜果

蔬菜。

“虽说都是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老

把式了，可一直种小麦、青稞、洋芋蛋蛋

的呀，而今要转型发展大棚瓜果蔬菜，

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子，难坏了种粮的

乡亲。”最后，在市里农业技术服务人

员的指导下，村民很快就上了手，当起

了“菜农”。

穷则思变，围绕格尔木市“菜篮子”

市场大做文章。李国善便带领村民甩开

膀子，搞起了多元化的“循环农业”，修起

了鱼塘，盖起了鸡舍，养起了“八眉猪”，

种起了沙葱，建起了大棚……他们的绿

色无公害蔬菜，在格尔木供不应求。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蓬勃发展

的红柳村成为以绿色农产品为主业，以

乡村旅游为依托的高原美丽乡村。

“周末，我们一家老小经常来红柳

村农业创新园，采摘点新鲜蔬菜，买点

新鲜的土猪肉。夏天还可以钓钓鱼，有

时候还在这里吃饭，新鲜、干净、美味。”

走进仁达合作社循环农业创新园，游客

一边享受采摘的乐趣，一边观赏无土栽

培植物，一边吃着农家饭。

“这里早就成为咱格尔木人周末休

闲的‘后花园’了。”在格尔木谈起仁达

合作社，几乎无人不晓。

一路走来，仁达合作社像一个“聚

能团”，让松散的村民、分散的资金汇聚

在了一起。目前，仁达合作社年销售收

入达 500 多万元，带动了 200 多名村民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 ，让 乡 亲 们 吃 上 了

“旅游饭”。

正是有了产业作支撑，村民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

如 今 的 红 柳 村 ，村 庄 道 路 得 到 硬

化，村文化广场扩大了，道路两旁装上

了太阳能路灯，村里通了公交车，新的

卫生院、村公立幼儿园、小学投入使用。

“现在我们这里不光生活方式完全

与城市接轨，教育、医疗、养老等已经达

到城镇化标准，甚至比城里人还优越！”

李国善感慨地说：“民生是乡村振兴的

大事儿，这几年，我们考察了山东等地

一流的敬老院、幼儿园等经验和做法，

深受启发。眼下，我们还达不到那样的

水准，但我们会更加努力，逐一实现，为

红柳村铺就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

大道。”

红柳村的红柳村的““芳菲路径芳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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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庆玲

“今天的青海，经过各族群众共同

奋斗，同步实现了全面小康，正信心满

怀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5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当报告中这句

话结束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一次参加党代会的海东市乐都区高

庙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高庙镇卯寨景

区党总支部书记李连和听到这句话时，

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和自豪，重重

在本子上写下了“共同富裕”四个字。

在现场掌声不止，而在同一时刻，

新 庄 村 会 议 室 里 也 响 起 了 热 烈 的 掌

声。全程收看党代会开幕盛况直播的

新庄村村委会主任李积全，心中的澎湃

不亚于在青海会议中心现场的李连和，

他也将这句话记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

党务工作手册上。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

众的共同期盼。在加快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新起点上，建设人民幸福的现代

化新青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牧区。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就业创

业服务”“扩大非农产业就业数量，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培育提升特色劳务品牌，规范设置、调

整优化生态管理岗位，发展乡村富民产

业”……李连和最关注的就是关于利农

强农惠农的消息。

就业是民生之本，会议结束后，李

连和的本子上写满了关于促进就业、增

长收入等“一线消息”。走出会议室，他

第一时间打通了李积全的电话。

“老李，你听见了吧，大会报告中宏

伟蓝图已经绘就，发展乡村旅游前景可

期！既能壮大村集体经济，也能让大家

伙在家门口就业、提高收入，政策这么

好，方向这么清晰，以后的发展肯定会

越来越好。”

听了李连和的这席话，李积全脑海

里不禁回想起卯寨景区刚开始建设时

的情形。

卯寨，地处乐都区高庙镇后山一条

狭长的干旱沟壑内，因古代官道驿站而

得名“卯寨”。卯寨景区共有 3 个村：新

庄村、扎门村、老庄村，整个景区规划面

积 2.43平方公里。

2018 年 3 月，卯寨景区党总支部成

立，在党总支部的带领下，景区大力发

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景区内陆

续建成了乡村旅游民宿宾馆和商业餐

饮一条街、养殖场、设施观光采摘园、红

色文化广场、乡村振兴讲堂、登山游步

道等项目，卯寨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村

旅游示范点。

项目多需要的工人也多，景区就近

安排村里人在景区合适的岗位就业，妇

女 安 排 在 花 海 拔 草 ，老 人 安 排 打 扫 卫

生，对一些残疾人特殊照顾，给他们安

排合适的岗位……村里只要能干活的

都被安排在景区务工。

一年下来，村民有工资有分红有福

利，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村容村貌和人

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脚下路变宽

了、身上衣光鲜了、桌上吃食丰盛了、自

来水进户了、房屋里面亮堂了、村里有

了免费的老人食堂……

昔日山沟古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

方人；今朝旅游胜地，老百姓吃上“旅游

饭”。通过全力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推动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目前

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6 年的

8500 元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16390 元，辐

射带动周边村贫困户脱贫44户130人。

“老李，报告里说，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八大行

动’……因地制宜发展农畜产品加工、

旅游、康养等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

济……加强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

名 村 名 镇 保 护 ，传 承 发 展 优 秀 乡 土 文

化。当前咱们的发展思路还有些窄，我

回去后，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蓝图’。”

“行，李书记，这两天你在会上多听

多看，我也跟村里其他党员、干部商量

一下，咱们一定要把好方向带着村民们

共同富裕。这会儿村里的老人食堂也

开饭了，我去给来吃饭的老人们也讲讲

今天的党代会报告内容。”

挂断电话，李连和急忙追上了其他

党代表的身影，他知道在这些人里有许

多像他一样来自基层，他们身上带着过

去的发展经验和未来的发展思路，李连

和已经迫不及待想去和他们交流学习。

卯寨卯寨，，荒山变荒山变““福地福地””

李连和（左）与省党代会代表、海东市第一中学党总支部副书记、教师周全中
（右）讨论报告。 受访者本人供图

红柳村培育多元产业聚力乡村振兴。 图片由格尔木市委组织部提供

本报记者 祁进梅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擘画了今后五年青海发展的宏伟蓝图，令

人振奋、催人奋进。网民纷纷热议、点赞过去五年成就，希冀未来五年再创辉

煌。尤其，城乡居民在意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开拓

创新，高质量发展惠及民生，创造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

高需求，带来最大的民生福祉。

党是太阳暖人心党是太阳暖人心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让我们残
疾人创业者看到了崭新的希望，期盼扎实落实
党代会精神，踔厉奋发，加快发展，继续大力改
善民生，让更多面向特殊群体的惠民举措落地
见效，进一步拓宽残疾人群体创业和就业的途
径，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不落下每一位残
疾人。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召开必将开启青海
阔步前进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作为基层工
作者，我常年与群众打交道，感触颇深，希望未
来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能将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保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上议程，确保“夕
阳红”能快乐地安度晚年，真正实现老年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和谐幸福生活。

聆听了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报告，觉得报
告实事求是，安排的每一项发展，都离不开“民
生”二字，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是党始终干
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人民之喜啊！
希望今后能够在农村地区推进和实施更多民
生实事工程，助力农民群众在教育、医保、住房
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广大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网民桑积德：

网民李志锋：

网民李青：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是事关百姓福祉的大事，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近年来，玉树藏族自治州持续加大城乡人居环境投入和建设力
度，城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

五年来，玉树州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改善效果显著。构
建公路、机场交通网络，建设玉树机场改扩建项目，完成农村公路建设项
目，公路通车里程达16892公里，位居全省前列；玉树市国庆水库、南北山
绿化灌溉工程和囊谦县晓龙沟水库工程、杂多县县城水源地工程开工建
设，全州饮水安全达标工程正在实施，34个乡镇149个村实现大电网覆盖，
行政村4G网络全覆盖；大力推进城镇建设，实施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旧城
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完成5436户农牧区居住条件改善工程，实施75
个高原美丽乡村项目和4个美丽城镇建设项目。 本报记者 程宦宁 摄

玉树市——高原上崛起的新城。

细心服务换来群众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