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庆玲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
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
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
——《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

唐·元稹

午后出门散步，行至公园草木枯

黄的一条小径时，头顶忽然迎来一

击 ，“ 咚 ”的 一 下 ，不 疼 但 也 不 容 忽

视。待硬物滚落到地上慢慢停住，仔

细一瞧，原来一枚熟透的沙枣，鹌鹑

蛋大小。

哑然一笑之际，不免开始感叹指

缝 太 宽 ，光 阴 太 瘦 ，时 光 之 河 如 水

流。悲秋的风一起，大地就灰蒙一

片。天空好像比寒露时更远了些，曾

经浓郁均匀的湛蓝被稀释了般，透出

些清白色来。

是这样的，时至晚秋，万物确实

都透出一层迷蒙的清白。霜冷长河，

岁月倏忽，天地一夜之间白头，我们

迎来霜降。

公历每年 10 月 23 日前后，当太

阳到达黄经 210 度时为霜降，这是二

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八个节气，也是秋

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九

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随着

霜降的到来，我国黄河流域的农耕区

进入“千树扫作一番黄”的晚秋，千里

沃野上因为白霜的出现而一片银白，

冰晶熠熠闪光。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愁眠。”在大自然万紫千红的画卷里，

漫天的霜色像是一件薄衣，悄悄地披

在了大地身上，一叶知霜降，一雨感

深秋。

秋 寒 越 是 清 冷 ，秋 色 便 越 是 热

烈。法国的阿尔贝·加缪说“秋是第

二个春，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

鲜花。”迎接霜降节气，我们倍加珍待

晚秋的最后一次回眸。

枫林醉晓霜，木与叶轻声道别。

以湛蓝的天空为背景板，大自然的调

色盘在此时被打翻，那些棕红色的、

深绿色的、金黄色的，那些椭圆的、心

形的、不规则形状的叶，随着一阵秋

风摇曳生姿，倾情一舞，献礼深秋。

街 头 巷 尾 、林 间 小 道 铺 满 了 落

叶，轻轻走过，“嘎吱嘎吱”的声响，像

在与大地窃窃私语。那一刻，人们感

受到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

是“复得返自然”的畅快，是“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零摄氏

度时，空气中多余的水汽就变成了霜

花或者冰针。深秋时节，天地给大自

然点“颜色”看看，但殊不知，霜降其

实是一场淬炼。

俗话说“霜降百草枯”，霜一打，

所有的菜就都“歇菜”了。但枫林只

有历经风霜，才能红得火热，果实只

有挨过寒夜，才能更甜，人们常常念

叨，打了霜的菜和果才更好吃。

霜降有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

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俯。

霜降初候“豺乃祭兽”，一看见这

几个字，浓烈的肃杀之气使得人们的

心情不可避免地走向陈郁。深秋时

节，兽类捕猎为越冬准备食物，食用

之前，要把“战利品”陈列一番。在古

人看来，这是它们心有敬畏、心存感

恩的虔诚祭祀。

最典型的晚秋之色莫过于霜降

二候“草木黄落”，木叶飘零，飒飒风

干，天地有一种一律“格杀勿论”的感

觉，冬天已近在咫尺。

霜降三候“蛰虫咸俯”，“俯”是低

头，是说蜇虫在洞中不动不食，垂下

头来进入冬眠状态。

霜降至，冬季的脚步也在最后一

缕秋风和一抹残阳中渐行渐近，天气

是真正冷了。

古语有谚“一年补透透，不如补

霜降”。霜降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

气温、气流变化剧烈，昼夜温差增大，

养生保健尤为重要。

挥手作别秋天，我们回忆起从初

秋到深秋的一分一厘，不禁想起老舍

笔 下 济 南 的 秋 天 ：“ 山 影 儿 也 更 真

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不动，

水微响。中古老城，带着秋色秋声，

是济南，是诗。”

霜降至霜降至，，
天地一夜之间白头天地一夜之间白头

近年来，格尔木市坚持抓素质、促提

升、严管理，建立健全新录用公务员成长

机制，助力新录用公务员担当作为。

坚持把政治理论学习及业务能力

提升作为关键一招，通过网上培训、视

频教学的方式，依托青海干部网络学

院、格尔木党建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

等平台，经常性向公务员推送组工动

态、公务员法知识以及政策法规等。通

过初任培训、新警培训、业务培训等方

式精准分类施训，加强“理论+实操”联

动培训，全方位提升公务员培训质效。

建立以师带徒帮带机制，精心选派 48名

政治素养高、工作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与新入职 54名公务员结成师徒对子，传

经验、帮业务、带作风，建立线上微信、

QQ交流群，实现师徒即时双向互动。

同时，督促指导各单位针对新录用

公务员制定差异化动态考核方案，从

“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采取“共

性+个性”的办法，对承担临时性、突发

性等专项工作设置 N 个“动态指标”，

将考核内容进行量化，构筑“5+2+N”

平时考核指标体系。通过周期查、季度

评、年度选的方式，按照“个人总结+中

期检查”等组织督查程序，以周期+季

度+年度的工作情况督查新录用公务

员在岗表现情况，全力促进考核监管落

实落地。

（格组宣）

格尔木:培养新录用公务员担当作为

“根本固者，华实必茂”。五年来，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工委牢

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织密建

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

基层组织“提档升级”。以大柴旦

“组织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村（社区）

党支部换届选举、组织体系建设“找问

题、补短板、促提升”专项行动为契机，

以“五聚焦五落实”工作模式等为抓

手，补齐机关、乡镇、村、社区、学校、医

院、退休干部等七个领域党建工作短

板弱项。

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全面实施

村集体经济“清零”工程、“村村示范+

整体提升”工程，坚持“输血”和“造血”

相结合，通过党员创业带动特色培育、

创优扶持促进产业发展等措施，在发

展实体经济、村企共建、摊位出租、特

色发展等方面谋举措、促成效。五年

来，马海村、柴旦村集体经济收益分别

达 152.05万元、172.92万元。

基层治理“提速跨越”。构建“一

化双联三服务”网格化党建联盟体系，

合理划分 12 个责任片区、29 个党建网

格，将辖区 46 个党支部和 670 名党员

全部纳入党建网格实现一体化管理。

建立健全握指成拳、快速响应“吹哨报

到”机制，坚持网格化、社会化、法治

化、精细化、群众化、信息化“六化”融

合，实现疫情防控联防等“十联”齐发

互动治理局面。 （柴组轩）

大柴旦：在夯基固本中建强组织体系

近年来，西宁市城西区牢固树立

人才优先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人才强

区行动，积极推行“人才+”发展模式，

破难点、补弱项，奋力推动人才大汇

聚、开拓新空间。

成功打造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智

力支持性研究团队，为 25 家在孵社会

组织提供创业规划、政策辅导等关键

性服务。成功申报周静名师工作室,进

一步促进区域内教育共同发展。打造

“汽车维修”“手工艺品”“返乡创业”等

3 个培训基地，重点培训农民合作社带

头人、科技示范户和返乡创业青年农

民工 100 余人次，辐射带动 150 余人，

乡土人才干事创业热情不断提高。引

入互联网大数据、医疗服务、环保科技

等急需紧缺领域 29 家企业入驻社会组

织孵化服务中心，进一步“补链”“强

链”。

加大服务业政策扶持力度，加快

形成服务业发展新格局。建立科技型

企业“一企一档”制，摸清企业底数，完

善企业台账，收集整理科技型企业需

求等信息，“量身定制”解决企业实际

问题。

（城西组）

西宁市城西区：“人才+”破解发展难题

今年以来，尖扎县着力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坚强领导，抓实抓牢县域中小

学校党建工作，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学

校党建工作的若干措施》，从学校“政治

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德育建设和

保障机制”5 个维度提出 15 项具体措

施，不断推动学校党建工作出新彩，助

推中小学校高质量发展。

建立县级领导联校工作制度，定期

深入联点学校调查研究党建问题，督促

落实党员规范发展、党内组织生活、德

育思政工作等，年内 16 名县级领导干

部累计调研 28 次、讲专题思政党课 22

次。择优选定 16 个党建水平高的县直

部门和机关单位深化党支部联谊共建，

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助力学校党建

稳步提升、工作思路清楚明晰，年内累

计开展主题党日、关怀慰问、党建指导

等共建活动 42 次。各学校依托实际开

展教职工互评、党支部审核、教工委处

理“三级体检”，以党员与教职工“一对

多”方式推动思想政治理论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累计开展走访慰问教职工 80

余人次、规范化心理疏导学生 60 余人

次，36名党员教师获得党内荣誉称号。

相较以前，全县党员教职工队伍不

断壮大，年内各学校累计发展党员 75

名，占全县发展党员总数的 26%，总体

党 员 人 数 占 全 体 教 职 工 比 例 上 升 到

40%。下一步，尖扎县将持续加强中小

学校党建工作，不断打造基层教书育人

的坚强战斗堡垒。 （尖组宣）

尖扎：党建领航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西宁市城北区坚持把能力建设作

为提升能力、狠抓落实、助力发展的重

要抓手，抓重点、破难点、创亮点，奋力

推进全区工作争先出彩，用实干苦干

全面打响能力建设“攻坚战”。

城北区从提升政治能力、为民服

务能力、改革攻坚能力、专业能力、抓

落 实 能 力 五 个 方 面 扎 实 开 展 系 列 活

动。周三夜校、周六早课堂开展各类

学习 1000 余次；“我为群众办实事”完

成承诺践诺数 3000 余件；深化改革创

新，完成改革事项 12 项，形成典型案例

21 篇。同时，各领域工作全面开花，经

济领域，印发实施《城北区政府投资项

目必要性前置评估机制》。生态文明

领域，推进森林防火工作机制改革，设

置 森 林 防 火 办 公 室 。 文 化 和 社 会 领

域，打造完成北区小喇叭宣教专线并

试运营；稳步推进特殊慢性病门诊费

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 421 人次，共计拨付各项待遇报销

费用 780 万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办

理 营 业 执 照 4705 余 户 。 民 主 法 治 领

域，探索建筑领域培教援助警示联动

机 制 ，调 解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案 件 254

件。 （北组宣）

西宁市城北区

用实干打响能力建设“攻坚战”

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

神，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拉面行业

综合党委及 14 个流动党员党支部，在

线上开展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活动，

引导拉面行业党员汲取精神动力，当

好山水化隆的代言人、建设家乡的有

心人、回报社会的感恩人、民族团结的

一家人。

天津拉面人周军表示：“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让我信心满满，作

为一名拉面人，我为我们党和国家始终

将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当作伟大的事业

来干、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当作终极奋斗

目标来追求而深深感动。今后，我将学

习现代企业发展理念，把握市场，规范

经营，打造化隆拉面新品牌。”

化隆县驻厦门流动党员党支部书

记马成祥激动地说：“深深为伟大祖国

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骄傲自豪，看到

青海拉面产业不断提档发展，我深知

作为一名拉面党员干部必须奋战在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带动辖区流动

党员和拉面务工人员心怀感恩，情系

当地，回报社会。”

青海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马俊卿表示，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将持续树立化隆拉面人新形象，弘

扬和传承好“艰苦奋斗、勇闯天下”的

拉面精神，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 （化组）

化隆：二十大精神浸润拉面人心田

本报讯 （记者 郭靓 通讯员 谢
永莲） 为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技能，根据青海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和青海省卫生健康

委 关 于 开 展 移 动 PCR 检 测 车 实 操 演

练的工作要求，近日，省卫健委组织青

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西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在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广

场 联 合 开 展 移 动 PCR 检 测 车 专 项 培

训演练，共有 44 名应急队员参加了此

次演练。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快速准确的核

酸检验结果能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

间，移动 PCR 检测车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灵活性、便捷性和快速性，并可远距

离投放检测力量。此次演练采用了整

体拉动、实操训练和专业介绍相结合方

式，集中展示了检测人员的动员集结、

移动实验室的设置、核酸检测的“送、

收、检、报”等环节工作任务。全流程体

现了参演单位高度重视、紧密联动、反

应迅速、管理规范。

青海省开展移动青海省开展移动PCRPCR检测车检测车
专项培训演练专项培训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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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10 月 10 日，时过寒露，海东市乐

都区共和乡秋风瑟瑟。

“乡亲们，大家把日常垃圾都倒在

垃圾箱里面，我们会定期联系运输员

清运垃圾，请大家保持垃圾箱外的卫

生。”一大清早，大喇叭里不时传出共

和乡高营村村支部书记祁有才熟悉的

声音。村民定点投放、安排专人清运，

祁有才再也不用为村子里的垃圾而苦

恼。

除了远处山上绚丽多彩的秋色，

高营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随处可

见的笑脸——在乡村小广场欢快跳舞

的大妈，喝上干净饮用水微笑的大叔，

在整齐美丽的乡道奔跑的小朋友，暖

棚里咩咩叫的羊群……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 现 在 村 子 里 环 境 好 了 ，大 家 更

爱 干 净 了 ，有 人 搞 起 了 农 家 乐 ，有 人

靠着庭院经济增收了，感恩党的好政

策，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高营村

村 民 祁 兴 和 在 家 里 一 边 打 理 着 庭 院

花 草 一 边 向 远 房 亲 戚 说 ，“ 自 从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以 来 ，树 木 花 草 多 了 、道 路

硬化了、垃圾分类了、厕所改造了、巷

道 照 明 完 善 了 …… 全 村 面 貌 焕 然 一

新，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

“我 们 建 立‘ 户 清 扫 、村 收 集 、乡

转运集中处理’的垃圾分类收集转运

处理工作，细化责任分工。并与各村

党 支 部 、党 员 签 订 目 标 责 任 书 ，与 农

户签订“门前三包”协议，将党员划入

到网格管理中，分片区负责环境卫生

的 治 理 和 检 查 ，把 党 支 部 、党 员 与 群

众 串 联 起 来 ，形 成 支 部 统 领 、党 员 带

头 、群 众 参 与 的 工 作 局 面 ，进 一 步 将

琐碎的工作环环相扣、责任到人。”共

和乡党委书记袁有成告诉记者，共和

乡以“党员积分制管理”为抓手，充分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和群团组织的作用，大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把乡村振兴的蓝图

变为了现实。

“广大居民要积极响应号召，牢固

树立人人都是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的主

人翁意识，自觉加入到城乡环境集中

行动的行列，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养成

良 好 的 公 共 卫 生 习 惯 ……”10 月 12

日，在乐都区碾伯街道的大街小巷，随

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环卫清扫车、

清 运 车 上 的 小 喇 叭 一 遍 遍 地 播 放 着

《致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等内容，

直接把文明环保知识宣传到城区每一

个角落里。

为提高市民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的参与感和环保文明意识，碾伯街道

利用宣传车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提高

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加大

揭露“脏乱差”问题以及违法建筑、违

法占地和乱堆乱排乱放不良行为，教

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增强文明意识和环

保意识，形成街道与村庄互动、上下一

心、干群共建、共管共治的乡村环境集

中整治氛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

今年以来，乐都区以建设美丽宜

居 乡 村 为 目 标 ，以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生

活 垃 圾 治 理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村 容 村

貌 提 升 、示 范 带 动 引 领 等 为 主 攻 方

向，持续开展以“四清一改治十乱”为

重 点 的 村 庄 清 洁 行 动 ，建 立 起“ 村 收

集、乡运转、区处理”的农村环卫一体

化保洁机制，以沿湟流域、109 国道、

民 小 公 路 、兰 西 高 速 、铁 路 沿 线 环 境

整治为重点区域，以农村垃圾清理为

突破口，全面清除有碍观瞻的残垣断

壁、简易旱厕棚圈、废弃危旧房屋，实

现村庄内垃圾不乱堆乱放，污水不乱

泼 乱 倒 ，村 内 无 私 搭 乱 建 ，村 庄 环 境

明显干净、整洁、有序。

乐都区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周强说：“为了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更加巩固，我们每天跑 200 多公里

路，在全区每个村每个社进行现场督

查，不合格的及时反馈给乡镇，进行整

改。每次督查打分评比，记录存档，并

对全区整治情况进行排名，列出各乡

镇工作排名和红黑榜，通过建立综合

考评机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

“乐都区将继续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提升活动，全力营造整洁有序的环

境，推动各村逐步从面上整治，转向深

层治理，坚决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做细做实，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

命。”乐都区副区长祁利德说。

逐梦逐梦““环境美环境美””描绘描绘““幸福景幸福景””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
族自治县坚持以党建引
领绘就秋收金色画卷，
对标“支部引领藏粮于
地、农技人才藏粮于技、
党群互助藏粮于民”，结
合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治理和灾后农田土
壤修整，其中1563名农
技人才进村入田、806
台智慧农机跨乡作业，
以党建“一面旗”引领完
成秋收工作“一盘棋”。
目前，粮食作物总产量
10.83万吨、蔬菜总产量
26.22万吨，牢牢守住了
老百姓的“粮袋子”和

“菜篮子”。
本报记者 魏雅琪

摄

大通：党建引领绘就秋收金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