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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要深刻认识‘微腐败’的

危害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近日 ，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组

织开展新员工廉洁教育，清风入“新”，廉

洁入“行”，上好廉洁从业第一课。

此次培训采取线上教育方式，共

计 68 名新员工参与。培训围绕全面从

严治党新形势新要求、“微腐败”危害

性等 6个方面进行讲解，并结合近年来

发生的违规违纪典型案例，深入阐释

腐败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及严重危

害，帮助新员工走出“无知无畏”的思

想 盲 区 ，扣 好 廉 洁 从 业“ 第 一 粒 扣

子”。培训中，该公司充分运用廉洁文

化建设成果，组织观看自导自演的《不

该发生的告别》亲情感化警示教育情

景剧，集中赏析公司员工创作的廉洁

文化作品，以文化浸润初心，以亲情感

召感动，教育引导新员工知敬畏、明底

线、守纪律、讲规矩。培训结束后，大

家纷纷表示要做一个廉洁自律、干净

干事的新时代好青年。

长期以来，该公司坚持将廉洁教

育作为入职培训“第一课”，以早教育、

早引导助力新员工起好步、走好路。

后续，该公司还将发挥支部近距离教

育优势，针对岗位特点、人员性格等分

层分类做好新员工廉洁教育谈话，持

续督促新员工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孟宪娟）

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

清风入“新”廉洁入“行”
积极开展新员工廉洁教育自“无疫村（社区）”创建行动开展

以来，大柴旦工行委以创先争优、创新

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深入开展全区域创建行动“品

牌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村（社区）党

组织管理服务水平，不断夯实疫情防

控群防群控基础。

三级构架联动。成立工委、镇党

委、村（社区）党组织疫情防控指挥部

和领导小组，设置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十六工作组若干专班”，改变“身

兼多职”“多头管理”的局面，构建职能

清晰、分配合理的基础组织架构，有效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确

保“重视程度到位、管控措施到位、督

查督办到位”。

五级体系联推。制定“五包一”实

施方案，建立乡镇干部、村（社区）干

部、社区民警、医务工作者和网格员

“五级联动”工作运行模式，值班备勤、

靠前指挥、担当作为，确保科学、规范、

有序、保质、保量完成“无疫村（社区）”

创建行动各项重点任务，确保社区防

控全方位、无死角。

片区机制联抓。层层压实片区督

长、片区长、网格长、点长、楼栋长等工

作责任，以疫情防控、物价监管等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切入点，建立

责任联动工作机制，片区各单位对督

查交办的问题全面认领、迅速整改、对

标销号，做到问题发现、处置、督办、跟

踪有效衔接、闭环处理，确保所有问题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柴组轩）

大柴旦：“351”工作法筑牢工行委
“无疫村（社区）”创建行动责任体系

达日县下红科乡、桑日麻乡分别与

四川省色达县泥朵镇、石渠县阿日扎镇

毗邻。近年来，达日县积极探索跨省区

域党建新模式，成立边界跨省联合党支

部，通过筑牢基础、联防共治、联防联控、

党群同心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到

目前，联合党支部召开边界群众工作交

流、维稳推进、座谈会、交流会、联席会等

50余次，解决矛盾纠纷20余件。

达日县深化毗邻区域合作，用“感

情上联心、机制上联防、信息上联网、

打击上联动、破案上联手”的方式，丰

富支部共建共治共享形式，夯实社会

和谐稳定根基、织牢边界地区安全网、

构筑疫情防控坚实屏障、深化“党建引

领+团建赋能”促进民族团结。经过联

合党支部多年协作交流，谱写了党建

引领下达日跨省边界稳定和谐、平安

建设、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美好新篇

章。 （达日组）

达日：跨省“支部联建”谱写党建新篇章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坚持把疫

情防控一线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主

考场”，强化“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

劣者汰”的鲜明导向，推进干部“能上

能下”。

让“有为者”有作为。县域内川

口、峡门、马营等乡镇出现新冠肺炎

阳性确诊人员后，县委组织部第一

时间发布《致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的一封信》，动员全县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坚决筑

牢疫情防控处置“红色屏障”。

让“无为者”有警醒。《推进领导

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下发后，县委组

织部及时组织全体干部进行专题学

习，确保“能上能下”工作扎实有效

推进。在疫情防控期间，组建 3个督

查督导组，深入核酸检测现场、集中

隔离点、风险管控区等，通过实地走

访、现场督导等方式 ，了解责任领

导、下沉干部在应急处突时的应变

能力和工作水平。

让“实干者”有希望。坚持严管

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及时

发现识别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乡

村振兴等一线表现突出的干部，形

成重实绩、重实干、重一线的鲜明导

向。今年以来，经过对工作实绩评

价，提拔重用干部 39 名，晋升职级和

职员等级 220 余名，表彰先进集体 1

个、先进个人 2人。

（民 和
组）

民和：“能上能下”激励干部
在“疫”线担当作为

本报记者 丁玉梅

冬日午时，僻静的小山沟，日头正

好。11 月 25 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

回族自治县东川镇寺尔沟村的保洁员

王吉庆握着扫把，将村道清扫干净后

来到休闲广场，边锻炼边和大伙唠嗑

聊天。

“上次听干部来宣讲，党的二十大

召开后，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只多不

少呢！”前不久省上、州上的干部来村

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听到要“全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王 吉 庆 高 兴 了 好 一

阵，这些年村子发展的好可没少沾政

策的“光”。

从精准脱贫到乡村振兴，转眼间 6
年多时间过去了，曾经的省定贫困村，

也悄然成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修路、村容村貌提升、发展牦牛养

殖业……借着好政策的东风，寺尔沟

村旧貌换新颜。

沿着主村道前行，白色篱笆闯进

视线，充满乡趣的农家院墙也是其中

一景。接着是层层石块镶嵌而成的河

道，沿着小河行至村中央，跨过小桥便

是寺尔沟村的休闲广场。

记者走进村民王吉庆家的小院，只

见农具、煤块整整齐齐摆放在一处。漂

亮的大瓦房内，安装了暖气，即便屋外温

度是零下，屋内照样温暖如春。

“眼下的生活跟城里没啥区别！”

王吉庆笑呵呵地说，靠政策补助他家

装上了新式旱厕，厨房单独一间，整体

橱柜、灶具一应俱全，他的儿子儿媳在

外务工，他自己在村里当保洁员，年底

还有脱贫户的分红，一家人吃穿不愁。

村庄美了，村里的人发展的劲头

更足了。两面环山，处在沟里的寺尔

沟村，有 2666.7 公顷的集体草场，村里

几乎人人都会放牧。村里充分利用草

场资源，投资 27.972 万元，成立村企生

态养殖专业合作社，实现从传统散养

向现代规模化养殖发展的转变，村里

有了稳定的产业。

今年，依托乡村振兴，村企生态养

殖专业合作社完成基础设施改扩建。

畜棚升级了，撒料车、装载机等机械一

样不差，合作社养殖效率提高了不少，

养殖更为规范了。

“目前合作社有 160 多头牦牛，其

中有 60多头正准备出栏。出栏的收益

除了保证合作社运转，一部分资金年

底给脱贫户分红，还有村里的救弱扶

贫等社会公益事业也要从中支出。”对

于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使用，寺尔沟村

党支部书记乔德清早有了盘算：“产业

有了，收入有了，干啥事都有底气。”

村庄变漂亮了，寺尔沟村民十分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我们制定出《寺尔沟村美家巾帼

超市积分细则》，鼓励村民参加人居环

境整治等活动‘赚’积分，再用积分换取

生活用品，以此来‘兑’出乡村环境新面

貌。”东川镇副镇长马玉武说，有了积分

后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更高了。

“这不，今年村里要种 4600 多株丁

香、海棠等树苗，全都是村里人自己动

手一棵一棵种出来的。”乔德清接过话

茬 道 ：“ 别 看 小 小 的 积 分 ，作 用 大 着

呢！”

房子新了、腰包鼓了，山更绿了、

水更清了，村里的人气也更旺了。昔

日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成为村村羡慕

的示范村。截至 2021 年底，寺尔沟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 1.2万元。

临近年底，乔德清没闲下来，他忙

着办一件“大事”——村里要发展牛毛

产业。

“‘产业兴旺’，既要基于第一产业

又不能囿于第一产业，而应着眼于优

化一产，在此基础上要大力发展二三

产业。”东川镇党委书记王延生说，如

今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寺尔沟村产

业必须要有突破才行，可是靠什么突

破，难住了大家。

乔德清原本是村里致富能手，他

收购牛毛，分拣后售卖至河南、山东等

地，然后这些牛毛作为原材料出口国

外，一年收入近 20 多万元。乔德清主

动找到王延生，他愿意带着村里人发

展牛毛产业。

“现在就等方案批复呢！相关的

准备工作我们也正在推进。”王延生笑

着说，等牛毛产业发展起来，仅是牛毛

分拣工作，就能吸收村里不少妇女，他

们初步估算过，6 个月内每人挣 2 万元

不成问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发展

的路子越来越宽，村民致富的渠道越

来越多，寺尔沟人都说：“靠着党的好

政策，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小山村释放振兴新动能小山村释放振兴新动能

寺尔沟，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图片由东川镇政府提供

（上接第一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保

安镇人文景观和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从

事剪纸、书画等艺术创作的民间艺人也

很多，开发文化旅游大有可为，这些年

来 ，我 们 把 主 要 精 力 放 在 了 乡 村 建 设

上，让基础设施建设快速跟上来，下一

步，将继续扬优势，在文化旅游和设施

农业这两篇‘文章’上下功夫。”保安镇

党委书记赵菊萍介绍，保安的地名由来

可追溯至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 600 多

年历史。历史上，历朝历代驻守保安、

屯垦戍边的营兵，为这片原以游牧为生

的土地带来了农耕文明，形成了保安堡

“闲时为农，战时为兵”的独特屯耕文

化。

置 身 新 时 代 ，在 日 新 月 异 的 变 迁

中，保安古镇借独具特色的军屯文化和

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成为同仁市历史

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一

特色文化已演变为保安镇对外展示的

窗口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引擎。

立足这一优势，这些年来，保安镇

将主要精力用在乡村建设上，整合 4100
万余元资金，落实了污水处理、传统村

落保护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电力改造、

厕所革命、道路硬化等 11 个项目，为打

造 古 镇 旅 游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夯 实 了 基

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乡

村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

向，描绘了美好图景。

今年，城内村人居环境改善项目落

地建设，实施了农村院落外立面改造、

屋顶防水、雨污分流等项目，这让村容

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让村民生活品

质有了质的提升。就在不久前，城内村

雨污分流项目顺利竣工，每家每户的新

建 洗 手 间 也 随 之 安 装 了 热 水 器 、淋 浴

器、洗手池和冲水马桶，这让村民们乐

开了花。

侍奉 95岁的婆婆吃完午饭，同仁慢

性病防治院退休职工辛雪莲开始精心

打理自家新建的洗手间。搬回村里居

住，让辛雪莲的退休生活变得异常充实

且充满乐趣，她打趣道：“现在比以前上

班的时候还要忙。”

清晨 8时准时来到文化广场打太极

拳，上午打理院内的花草蔬菜，下午打乒

乓球或者到文化大院排练歌舞，晚饭后

在亮堂的巷道里散步个把小时，这是辛

雪莲一天的生活，回村以来的近一年时

间，除了细心侍奉老人，这也已经成为她

每天都要完成的“功课”，她点赞道“环境

变美了，生活条件提高了，很多退休职工

都像我们一样卖了城里的楼房，陆续回

到村里居住，目前大概有50人呢。”

在党委政府的指引和扶持下，乡村

变得宜居宜业，产业亮点纷呈，群众增

收致富，村民获得感、幸福感随之油然

而生，人们将由心流出的幸福感凝结成

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真情“告白”祖

国，祝福祖国。

保安镇民间书法、刺绣、剪纸等艺

术历史悠久。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

在镇党委政府的组织下，老党员、老干

部、书法爱好者和来自各村的村民齐聚

一堂，挥毫泼墨、巧手剪纸，用“写、剪、

评、展”歌颂党恩，为日益强盛的祖国点

赞，现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

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在城内村书法展示厅，映入

眼帘的是民间书法爱好者们精心书写

的书法作品，他们用饱蘸激情的笔墨自

由挥洒，将一句句寓意深远、直抵人心，

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金句”融入每一件

作品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谈及城内村

的发展，党支部书记贾有林总是有说不

完的话，屋顶分布式光伏、蔬菜基地、村

集体商铺，每一个项目的落地，每一项

产业的发展，都推动着全村由外而内发

生深刻的变化。

“再过几年，等西成高铁贯通时，高

铁站就要设在我们保安，我还听说高铁

物流园区和绿色产业园区都要落户保

安，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也是难得

的机会。”贾有林信心满满地说，城内村

将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头脑，推动古

城旅游和设施农业这一优势产业，争取

在未来几年，依靠高铁穿境而过的先决

优势，将古镇旅游和特色种植业做得越

来越红火，为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努力。

保安镇滩地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开

阔，土地丰沃，被誉为“同仁粮仓”，在同

仁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支撑作用。在位于隆务河岸的蔬菜种

植基地，400 余栋温室大棚一栋挨着一

栋，菜农们正忙着为新播种的蔬菜搭藤

架。城内村党支部书记贾有林介绍，基

地通过城内村和城外村流转土地而建

成，随着基地的发展，村民有了就近就

业的平台，也由此增加收入鼓了腰包。

如今，还是那块地，却不再贫瘠，变

身文旅融合的景区；还是那栋老房，却

换了新颜，变成充满乡愁的民宿；还是

那些村民，却有了新的身份，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保安镇不断推进产业发

展新格局，重塑美丽村庄新面貌，种下

乡村振兴新希望……

道不完古镇新韵 诉不尽和美隽永

本报海东讯（记者 陈俊 通讯员
乐组） 11 月 26 日，记者从海东市乐都

区获悉，今年以来，乐都区创新开展以

党建引领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

机制，目前 10 个“红色物业”党支部有

效形成社区党组织、职能部门、物业企

业、小区居民“四条腿走路”新格局，社

区党组织政治优势、职能部门行政管理

优势、物业企业专业服务优势、小区党

员群众工作优势同发力，画出“一轴多

元、同心共治”社区治理最大“同心圆”。

梦圆居安置小区是青海省较大的

易地搬迁安置区，这里集中安置了芦花

乡、马厂乡、中坝乡等 12 个乡镇 1865 户

近 6000 名群众。生活在这里的搬迁群

众除拥有干净整洁的住宅小区、崭新的

健身器材、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等软硬

件外，好服务是广大搬迁群众的所思所

想所盼，更是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

效的关键。乐都区探索建立党建引领

下乡镇街道党委、社区党组织、社区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物业党支

部等“五位一体”运行机制，全力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神经末梢。

乐都区委组织部干部王艳艳说，区

委组织部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

为深化基层治理的切入点，把物业服务

与城市基层党建有机融合，专门制定印

发“红色物业”赋能社区基层治理示范

引领方案，及时召开“红色物业”建设工

作部署会和专题调度会，投入专项资金

设立综合便民服务场所，让业主享受零

距离、全天候红色服务的同时，让这些

场所成为小区居民沟通交流的“主平

台”、便民利民的“主阵地”、“陌邻”变

“乡亲”的“桥梁纽带”。

乐都乐都：：““红色物业红色物业””
画出基层治理画出基层治理““同心圆同心圆””

本报海东讯（记者 陈俊 李庆玲
通讯员 马瑞麒） 11 月 26 日，记者从海

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获悉，近年来循

化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如

今民生福祉整体增进，全县人民群众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全面落实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低

保等民生指标扩面要求，建立起新型社

会救助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截至目

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参 保 率 均 达 到 99%以 上 ；累 计 为 8677
名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 1681.18 万

元 ，为 327 名 特 困 人 员 发 放 救 助 资 金

227.15 万元，实施临时救助 2250 人次，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252.8 万元，为 2886
名残疾人发放生活和护理补贴 180.46
万元，为全县 7766 名 70 岁以上老人发

放高龄补贴 435.15万元。

加快推进总投资 9539 万元的积石

镇黄河幼儿园等 6 个校区项目建设，落

实贫困家庭子女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完

成受助学生“一卡通”办理统计工作，下

拨学生营养餐资金 288.07 万元及学生

生活补助、助学金、免学费等资助资金

779.93 万元；全县 154 个行政村标准化

卫生室实现全覆盖，形成了以公立医院

为主，民营医院为补充的办医格局，医

共体建设覆盖率达 100%，基层医药卫

生体制综合改革取得了新成效。

据悉，循化县强化落实县乡村三级

书 记 共 抓 乡 村 振 兴 机 制 ，严 格 落 实

“2411”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全面铺开

信息数据采集摸排，监测识别并纳入检

测系统 19 户 87 人，目前正落实针对性

帮扶措施；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等各类招聘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650
个，初步达成就业协议 189 人，同步培

训开班 16期，受培训人员 730人。

循化循化：：民生福祉民生福祉
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连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妇联在刚察5个乡镇内，开展妇女健康保健知识
和“两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及救助。目前已有1600余名妇女参与“两癌”筛
查。图为妇女在阅读健康保健手册。 本报记者 丁玉梅 通讯员 才木多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