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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1 月 29 日，正值农历癸卯兔年第八

天。沿着黄河大桥走进黄南藏族自治

州尖扎县城，各式各样的彩灯扎堆挤在

街道两旁的树枝上，就像一颗颗挂满枝

头的硕果。驱车向南驶往马克唐镇加

让村，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不见了往日般

车水马龙的景象，直到完全置身村巷

里，在高悬于家家户户门楣上的大红灯

笼和时而响彻天空的爆竹声中，才感受

到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儿。

虽然正值新春佳节，但加让村党支

部书记吉合加和合作社理事子巴却依

然忙碌不已，眼看腊月里准备的饲料消

耗过半，他们提前联系远在甘肃的供应

商，约定新年里的第一个订单。

十天前的腊月廿九，合作社收到为

新年期间订购的这批饲料，吉合加和子

巴 就 是 从 置 办 年 货 的 忙 碌 中 挤 出 时

间，前往合作社处理。那天晌午，整

齐码放完新到的一袋袋饲料后，他们

急忙驱车赶赴几公里外县城的年货市

场——年根儿的几天，他们一头忙着排

练村里的新春文艺演出，另一头，还得

兼顾合作社的运营，愣是没腾出精心选

购年货的时间。

“我们村正处在产业升级发展的关

键时刻，很多事情需要村委委员亲力亲

为，所以，顾不上家里的事情也是常有

的事儿。”吉合加说，这几年来，通过

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的

落实，村里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

集体产业发展得越来越红火，这在无

形中提振了大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自合作社正式揭牌至今，理事和饲

养员们的日子过得异常忙碌又充实。

从 2021 年 8 月初正式投运算起，时间已

经过去了 17 个月，在他们精心照料下，

产蛋量从最初的一天几百枚增到了如

今的一天 12000多枚。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吃了不

少苦头，但总算也有了回报。”吉合加信

心满满地说，“照目前的情况看，养鸡场

的收益平均每天在 6000 元以上，这离

不开政府部门的扶持和指导，也离不开

合作社理事和饲养员们不计回报的付

出。”

就在 1月 17 日，加让村举行了自合

作社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股东”分红大

会，分红现场的长条桌上，21 万元的现

金被摆放得整齐鲜亮，村民“股东”们从

四处赶来，村委会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在分红大会上拿到属于自己的 1
万元“红利”，合作社理事子巴信心倍

增。合作社成立之初，子巴响应村委号

召，带头入股了 20 万元，为此，成为合

作社理事后的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不管

是喂食、消毒、分拣鸡蛋，还是投药、接

种疫苗、订购饲料等每一个环节，他都

是亲力亲为，生怕哪个环节出错造成的

损失。“我相信自己的决定，随着产业发

展，我们的收益也会越来越多。”眼看合

作社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子巴干劲更

足。

“我们通过乡村振兴、农牧等方面

的产业扶持，争取了 470 万元的资金，

计划今年再扩大养殖产业规模，发展肉

鸡、生猪养殖，还计划开办乡村旅游接

待点。”今年，养鸡场收益达到 70 万元，

这让吉合加对扩大集体产业规模有了

足够的底气，意气风发的他看上去活脱

脱像个充满朝气的年轻小伙儿。

“政策好，我们就更不能偷懒，要想

把日子过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是

要靠自己。”吉合加认为，躺在政策的

“温床”上，不如撸起袖子加油干。为

此，面对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

担，他像个转动的陀螺，总是有忙不完

的事儿。

新年伊始，加让村又将新一轮的

发展规划提上日程——养鸡场扩大规

模、养猪场投入运营、乡村旅游接待点

建设……看着眼前被圈起来的空地，吉

合加盘算着新年里如何让村民们收获

更多的“红利”。

“开足马力”的加让村是尖扎县将

乡村发展触角由沿黄谷地伸向浅脑山

区的缩影。如今，在“精准滴灌”式的扶

持下，越来越多的“后进村”被推向新时

代新征程的广阔舞台，成为尖扎县乡村

振兴的典型和样板。

开足马力开足马力，，拓展致富拓展致富““新天地新天地””

合作社饲养员正在投食。 合作社养鸡场一隅。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摄

本报记者 王 臻

1 月 24 日，大年初三，冬日的寒风

包裹着春节的气息随风飘散。早晨 8
时，党海伟穿上工作服，与正在厨房为

招待亲戚而忙碌的妻子打了声招呼，

就出门朝着村委会的反方向沿着河道

开始了一天的巡河护河工作。

作 为 西 宁 市 湟 中 区 共 和 镇 下 马

申村的支部书记，党海伟还有一个

重要身份——维新河下马申村段的村

级河长。说起河长职责，他的自豪感

溢于言表：“河虽小，但却是村里所有

人的母亲河，它承担着下游农田灌溉

任务，必须要时刻守好家乡河、护好幸

福河，这就是我的使命。”

马甲、铁锹、喇叭是党海伟的固有

装备，每天出门先到河边走走看看也

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自 2020 年

担任村级河长以来，党海伟累计巡河

2500 公里，在这 500 余次的巡河中他

也一点一点摸清了门道。

巡河中，党海伟带着记者来到村里

的一座桥上，“这里的河道本身不宽，再

加上桥墩拦截，垃圾、杂草等漂浮物容

易堆积，所以巡河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河长上岗，守土有责，他介绍道，过去大

家保护意识不强，生活生产垃圾直接倒

进河里，河水又脏又臭，一到汛期河水

上涨，两边的道路都避免不了河水漫灌

的危险，过河的简易桥也常常被冲开，

村民不得不绕道走。随着河湖长制建

设进村入户，水变清了，岸变绿了，河湖

也成了村里的风景线。

经过巡查，党海伟发现村内桥下

的河水经过一夜的冰冻已结成一层厚

厚的冰层，不及时处理就会把桥墩彻

底冻住，这时一旦上游来水就会威胁

群众生命安全。于是，他立即开始清

理冰雪，不一会儿，钢钎凿击冰层飞溅

起的冰碴弄湿了党海伟的脸颊和头

发，沾满了他的裤腿，“春节期间，孩子

们都放假回来了，但作为河湖长，我巡

河的次数会比平时多，让大家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春节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在青海，有超 2 万名这样的村级

河湖长和巡护河员日以继夜地守护着

河畔的群众，守护着河湖安澜。

自 2016 年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河

湖管理范围界限不清、执法监管能力

不足、河湖监管宽松软的局面得到根

本性扭转，历史遗留河湖问题大规模

减少，重大问题基本实现零新增，水环

境得到有效治理，河湖面貌发生了历

史性改变，越来越多的河湖变成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湖。

据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副处长申德

平介绍，目前全省建立了省委书记、省

长任双总河湖长的省到村五级河湖长

体 系，6723 名各级河湖长上岗履职，

15980名河湖管护员巡河护河，54个河

湖长制办公室有序设立，管理范围覆

盖全省 3518 条河流、242 个湖泊、203
座水库，构建了党政主导、水利牵头、

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河湖管护长效

机制。制定河湖长会议、厅际联席会

议、河湖长巡查、考核奖惩等 10余项制

度，联合省检察院制定印发《关于加强

行政执法与公益诉讼检察协作推动黄

河青海流域源头治理的意见》，为全面

推进河湖长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治

基础。如今，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

门联动、社会共治的河湖管理保护新

局面让“九龙治水”变成了合力治水。

节日里的节日里的
河畔河畔““守护人守护人””

本报记者 魏 爽

1 月 29 日，大年初八一大早，西宁

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文博路派出所巡逻

民警张呈祥和同事们就已经在西宁市

城西区海湖万达广场、唐道 637 商圈

开展巡逻防范了。

店铺密集、娱乐活动多、人流量

大……派出所所在辖区的广场商圈设

有定点的巡逻岗位，每 3 人一组，以徒

步和车巡的方式来回巡逻。“节假日人

一多，求助、纠纷也会随之增多。但是

看着络绎不绝的人群，逐渐恢复烟火

气的城市，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要聚焦

主责主业，全力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治

安秩序良好。”张呈祥说。

这个派出所辖区共有 1200 余家

商铺，铺铺相连。巡逻民警肩灯闪烁、

步履匆匆，穿梭在人群中，提醒市民注

意安全防范，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同

时，对辖内所有的酒店、公寓、店铺等

重点场所进行每天的例行安全检查。

派出所每天执勤警力的巡逻时间

有 14 小时，大家分组执勤，人流高峰

期时有 3 个组同步展开巡逻。张呈祥

说，“最后一班巡逻岗是深夜 11 时至

次日凌晨 2 时，我们主要前往辖区酒

吧等娱乐场所进行巡查。”

“ 春 节 期 间 社 区 治 安 状 况 怎 么

样？有没有因为喝醉酒打架斗殴或故

意滋事的情况？最近有没有接到诈骗

电话……”上午 10 时，社区民警韩江

从所里来到海湖广场路社区，与社区

干部、辖区群众面对面“拉家常”，详细

了解辖区重点人员、电信诈骗和当前

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方面的情

况。

韩江所负责的社区地处繁华的商

圈，人口密集，治安情况复杂。如何满

足居民的多样诉求、维护社区治安，是

他经常面对的问题。有着 20 年基层

工作经历，繁琐复杂、千头万绪的事情

到了韩江手中都变得井井有条。对辖

区里的常住人口、每一家的基本情况

韩江都可以说了如指掌，谁家的水管

坏了，谁家的夫妻又吵架了，只要一个

电话，他保准立马就到。春节期间，为

了消除安全隐患，韩江还抽空到辖区

重点单位和场所检查用火用电安全，

以及监控系统是否正常。

中午 12 时，刚刚完成反诈宣传的

奎明辉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派出所。

来到食堂刚扒了几口饭，电话又响了

起来，有群众报警称老人离家出走了，

寻求民警帮助。奎明辉和同事放下饭

碗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他们通过

查看监控记录寻找老人踪迹，组织人

员沿途寻找，几小时后最终找到了老

人。见到民警将老人找回并安然无

恙，老人的家人激动不已，向民警不停

表示感谢。

下午 3 时，记者走进派出所综合

指挥调度室，发现各岗位人员都在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大屏幕上，各种数

据和所需信息不断变化。文博路派出

所副所长魏云甲揉着发红的眼睛正忙

碌地指挥调度。“文博路派出所平均每

天接警 27 起，熬夜和顾不上家就是民

辅警的日常工作写照。为了辖区居民

的 平 安 ，大 家 认 为 这 一 切 都 是 值 得

的。”魏云甲说。春节期间，文博路派

出所频繁出警，帮助群众解决老人走

失、孩子走散、邻里纠纷、噪音扰民等

求助，成功帮助群众找回丢失的手机、

钱包等贵重物品，为百姓营造安全、祥

和的社会环境。

夕阳西下，警灯闪烁。接到警情，

魏云甲和同事们又马不停蹄投入到工

作中，他们是用自己的“敬业福”换得

群众的“平安福”。

用用““敬业福敬业福””换得换得
群众的群众的““平安福平安福””

本报记者 顾植霞

“奶奶，社火队进小区了，我用手机

录下来给你看！”孙子陈彪透过窗户，录

下了一段太平鼓表演拿给因伤卧床的

李兰梅，前来探望的儿媳和侄媳几人围

坐在她的床头边，一起看着视频，李兰

梅的心底不禁涌起一股暖意，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就在一个月前，李兰梅遭遇了一场

事故，从那以后，她的脸上始终布满阴

霾。

2022年12月22日，家住乐都区中岭

乡甘沟脑村的李兰梅一如往常去牛棚喂

牛，可没料到突然牛发了性子，在棚里横

冲直撞，李兰梅来不及闪躲，被撞倒在

地，在昏迷之前，她只记得牛用硕大的前

蹄踩向了她的胸口和手臂……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重症监护

室里，肺部感染、多处骨折带来的痛苦

折磨着这位老人，“平日里，她就是家里

的顶梁柱，她倒了我们的家就倒了。”老

伴儿陈洪木和儿子陈起来均患有不同

程度的残疾，家里的事情主要由李兰梅

和儿媳打理。但事故来得太突然，为了

救治李兰梅，一家人到处借钱，凑交了

近 11 万元的费用。高额的外债和亲人

的病痛犹如重石一般压在全家人的头

顶，这个春节对他们来说异常悲痛。

听闻李兰梅一家的不幸遭遇，青海

日报社派驻中岭乡甘沟脑村的驻村工

作队队员们迅速行动起来，一边组织队

员前去探望，一边在社内发动募捐。1
月 31 日，驻村工作队来到李兰梅一家

人暂时借住的家里，再次探望她并向她

的家人转交了筹集到的 6000 余元爱心

善款。

工作队队员也知道那笔医疗费用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详

细地向李兰梅介绍现在的医保报销政

策，甘沟脑村党支部书记王承德也在一

旁列举了几个村民住院报销的例子，

“现在大病有医保，住院治疗不用愁，而

且你们还可以向乡里民政部门申请低

保户的临时救助。”听完这些后，李兰梅

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微笑地说着“那

就好！那就好！”

小到打针吃药，大到住院治疗，由

村、乡（镇）、县（区）、市（州）、省各级有

关部门共同织筑的医疗保障公共服务

体系始终守护着每一位百姓的生命健

康。在村里当了 25 年“村医”的王承德

对此深有感触：“以前村里的卫生室条

件差，基础设施缺乏，药品短缺，村民们

身体不舒服要么就扛着，要么就随意吃

一些所谓的‘万能药’甚至是过期药，现

在的村卫生室从里到外焕然一新，而且

国家的医保报销政策越来越好，越来越

便捷，村民们基本上都能从中感受到真

正的实惠。”

探望了李兰梅，王承德便匆忙赶回

了村里，“还有几个病人在等我回去看

诊、打点滴。”平日里，王承德除了在卫

生室坐诊看病，也会担负好“家庭医生”

的职责，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药、

治疗。

作为医疗保障公共服务体系的“末

梢”，更多的“王承德”尽心尽力让村民

健康有“医”靠。

守护健康守护健康，，家有家有““医医””靠解忧愁靠解忧愁

看望李兰梅。 本报记者 顾植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