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暂别岗位走向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中
坚力量”，成为农牧民的“贴心人”“暖心人”，成为带领群众增收致
富的“排头兵”，他们就是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他们主动作
为、善作善为，他们勇于担当、创新进取，他们扎根在广袤的乡村，

践行着初心使命。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这群可亲可敬可爱的
人，跟随他们在田野中探索的脚步，看他们实干担当的身影，共同
感悟驻村干部扎根基层、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看青海乡村奋
进的姿态、崭新的面貌，从走近驻村干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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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晶 通讯员 谢亚军

“自从装上监控摄像头，安全感一

下子就上来了。”“李书记，有想法，真干

事。”11 月 6 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黄家寨镇大哈门村村民站在乡村

智慧监管平台前，看着视频里的实时画

面高兴地说。

村民口中的“李书记”，就是今年

53 岁 的 西 宁 特 殊 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干

部、派驻黄家寨镇大哈门村第一书记李

建宏。

2020 年 4 月，李建宏从宽敞明亮的

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开始了在大哈门

村的帮扶工作，带领乡亲迈向乡村振兴

的大道。为了快速进入角色，他主动放

弃节假日休息时间，积极开展村情民意

走访，每天穿梭在田间地头和群众家

中，了解村里党的建设、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等发展情况，在短时间内尽快摸清

情况融入驻村工作。

大哈门村地处半浅山、半脑山地

区。山多坡陡，不适合发展种植业，248
户 960 名村民多以务工为主，村集体经

济薄弱。为改变现状，李建宏主动找村

“两委”商议，继续将原小学教学楼 1 栋

及养鸡场整体出租给在此建设工程的

中铁十二局项目部，将帮扶单位西钢公

司 援 建 的 养 牛 场 出 租 给 个 体 经 营 户

……如今，大哈门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达 42.7 万元，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增加村民收入。

夜幕降临，村里的主干道看起来很

昏暗，每隔10余米才有一盏路灯，给村民

夜间出行带来不便。2022年底，李建宏

在走访入户时常常听到乡亲说：“晚上视

线不好出门不方便，如果能多安装几盏

路灯，跟城里一样亮亮堂堂的，那该多

好。”听到诉求，他马上行动起来，提交申

请，联系施工方，利用 9万余元村集体经

济以最快的时间在村道上新加装61盏路

灯。村中道路亮堂起来了，驻村干部在

乡亲心中的形象也更亮堂了。

同一时期，在村里主要出入口、主

要道路、重要路段等安装智能监控探头

15 个，实现全村重点路段监控全覆盖。

村内每一条道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通

过“云平台”全程监控、详细记录，扫清

可能存在的安全死角，村民有了“千里

眼”，心里吃下“定心丸”。此外，由于村

里 24 户村民居住地容易发生山体滑坡

等灾害，每年夏季出现强降雨天气时，

李建宏及村干部们都要紧急组织近 100
名村民做好安全转移工作，确保群众生

命安全。经过不懈动员，目前已经有 17
户村民在黄家寨镇地质灾害安置点建

设新房屋，预计年底搬入。

“驻村不是摆样子，而是要实实在

在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办好事，要把

自己当做村里的一员，与村民打成一

片，做村民‘贴心人’，才能做好驻村工

作。”李建宏说。

详细了解每一户村民身体状况、生

活条件和既往病史，现场查看住房安

全、饮水安全、房屋电路等生产生活条

件，细心合算家庭收入、刚性支出等。

通 过“ 看 ”生 活 状 况 、“ 问 ”政 策 落 实 、

“算”家庭收入、“写”帮扶措施，李建宏

和驻村工作队详细了解村民就业、教

育、医疗等情况，并实行台账管理，将问

题动态清零。

“说起那段日子，真的辛苦。”李建

宏随手从案头摆放的几本厚厚的笔记

本中抽取一本，翻开一页，里面密密麻

麻记录着三年来开展驻村工作的点点

滴滴，他坚信唯有深入群众，实地考察，

才能获得第一手准确的资料，也正是这

些笔记本，彰显着他作为驻村第一书

记、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建强战斗堡垒、深化乡村治理、解

决群众难题……李建宏的身影留在大

哈门村的每一个角落。提起这个第一

书记，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李书记做

事情让人心服口服。如今，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邻里和谐，生态宜居，今年 8 月

还给每家每户做了外墙保温，发放电暖

气，这日子是越过越好，我们打心底里

佩服他。”

从过去下雨出门两脚泥的“泥水

路”，到现在宽敞平整的柏油路；从过去

夜晚昏暗一片，到如今夜路清楚明亮；

从过去“打官司我奉陪到底”的执拗，到

现在“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礼让……大

哈门村在嬗变中走向平安稳定，走向文

明和谐。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驻村三年，李

建宏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希

望的田野上，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赢得

赞誉，他正用真诚和执着带领群众奔向

幸福康庄大道。

——记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镇大哈门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宏

村里村里““解题者解题者””村民村民““贴心人贴心人””

李建宏认真记录村民需求。 本人供图李建宏走访村民了解情况。

西宁：安全用电进课堂

→11月8日，国家电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西宁市古城台
小学讲解安全用电知识。

在全国消防安全日到来之际，国家电网西宁供电公司与西宁市
消防救援支队在西宁市古城台小学联合举办安全用电知识进课堂
活动，通过讲座、演示等方式，让小朋友们养成安全用电、文明用电
的习惯。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11月8日，在西宁市古城台小学，国家电网
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小朋友一起制作手工，
帮助小朋友了解发电原理。

本报西宁讯（记者 贾泓） 截至

11月6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2.888 万公顷、标

准化日光温室 3295 栋，培育设施农业

基地28处，建成了智能化循环式育苗中

心，年可繁育蔬菜种苗 1000 万株……

大通县委深改办持续加快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创建绿色有机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及全产业链建设先行区。

据了解，大通县大力发展高原冷

凉蔬菜产业，与山东寿光蔬菜集团合

作，推行寿光蔬菜基地运行模式，建成

千亩露地绿色标准化蔬菜基地 6 处。

与上海伊农公司等企业合作，引进蔬

菜新品种 5 个，豆苗、草莓西红柿等大

通蔬菜供应香港。建成种苗生产基地

2 处，建立黄心乌、黑心乌白菜繁种基

地 1.33 公顷。累计建成蔬菜保鲜库

23 家，日预冷处理能力达 300 吨、冷鲜

储藏能力达 5.08万吨。促进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优质优价，将农业生产“三品

一标”贯穿到农牧业生产全过程。抓

好农业品牌建设，加强农业品牌的宣

传推广和管理运营，完善公用品牌授

权使用和运营体系，带动企业品牌和

产品品牌协同发展，推行“企业+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构建稳固长效的

联农带农机制，确保在输出地建设中

实现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目 前 ，大 通 认 证 有 机 农 产 品 22
个，绿色农产品 44 个，“大通牦牛”有

机食品入选中国农产品品牌目录。

大通

着力创建绿色有机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创建绿色有机特色优势产业
集群及全产业链建设先行区集群及全产业链建设先行区

本报讯（记者 陈俊） 11 月 7 日，

记者从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获悉，

互助县聚焦“开门红”行动和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打出以夜为媒促进消费热

潮、以夜兴城推动市场持续繁荣等组

合拳，不断扩大商文旅消费规模，有效

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消费活

力，今年 1 月－10 月夜经济增速位居

海东前列。

互助县立足传统消费业态成熟、

商户密集、人气兴旺等资源禀赋，鼓

励指导海州国际广场、纳顿风情街等

商圈，探索夜间文旅消费集群打造，

开办集服装美食、民俗文化展示、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观光夜市，提供固定

摊位 120 家，零散摊位 50 家，带动就

业 超 500 人 ， 日 均 人 流 量 超 2000 人

次，月消费超 50 万元，在为游客及

本地市民提供全新消费体验的同时，

新增无动力“尕卜溜”亲子乐园，推

出夜间亮化及灯光秀，投运以来每天

吸引流量 5000 人次，月增收 125.6 万

元。

据悉，互助县在打造灯光秀、逛夜

市、吃夜宵、去夜游等夜间主题经济

外，按照“一点一特色”“节节有活动”

思路，将“二月二”传统擂台庙会、“父

亲节”看大戏·戴面具·吃洋芋活动、花

儿演唱会、龙虾节等传统节日活动和

各类文化旅游庆典贯穿全年，累计吸

引消费人次超 10 万+，进一步释放了

节庆效应，变“流量”为“留量”，扩大了

夜间经济衍生价值。

目前，互助县正着手在特色打造、

同质化规避、丰富消费业态等方面布

局，围绕县城商圈、卓扎滩、油嘴湾等

景点夜间专线公交开通，谋划密集人

流量燃点爆款。商务、城管、公安、市

监等多部门联动，政企协力给消费“松

绑”，精心护航弥足珍贵的“烟火气”。

深挖“白天游醉美互助+夜晚看演出”

线路、景区景点个性化服务，进一步吸

引跨城游客观看演出、短途游览，拉动

酒店住宿、景区门票、租车自驾、一日

游 、周 边 游 等 业 态 ，以 丰 盈“ 演 出 经

济”。

互助

夜经济增速位居海东前列夜经济增速位居海东前列

↑11月8日，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队员在西宁市古城台小学为
小朋友演示电器短路。

本报讯（记者 董洁 通讯员 雒
文清） 11 月 5 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县千湖畜产品合作社的加

工冷库内，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派驻

玛拉驿村的第一书记郭璐正带领着几

名工人，将一箱箱屠宰冷冻、加工包装

后的“玛多藏羊”装车，准备发往 2700
多公里外的上海，成为餐桌上的“高原

美食”。

作为国家电网公司定点帮扶县，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近年来在玛多县

大力实施农配网巩固提升和清洁取暖

项目，加快乡村标准化配套电网基础

设施改造，建设“电力爱心超市”和“村

网共建”便民服务点，助力实现乡村产

业兴旺、生态美丽宜居、牧民富裕富

足，打造具有高原特征和青海特色的

乡村振兴典型样板。

“玛多藏羊”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具有皮毛纯白、肉质细

嫩、口感好的特点。2019 年，“玛多藏

羊”成功入选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百

县百品”名录。

面对牛羊肉价格低迷、销售困难

的情况，今年 8-9 月，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通过多方积极沟通，在前期取得

与上海市地方企业农畜产品帮扶合作

意向的基础上，达成了 1 万公斤、价

值 138 万 元 玛 多 藏 羊 肉 的 首 笔 “ 大

单”。

10 月 19 日，在“国网惠农帮”App
上，玛多县千湖畜产品三方店正式收

到这笔订单。郭璐与该公司工作人员

一起，第一时间将玛拉驿村、江多村和

尕拉村的 600 余只藏羊挑选出栏，集

中装车并运往深加工车间。

同时，向该公司开辟 24 小时故障

报修“绿色通道”，实施跟踪服务，确保

用电故障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解

决。

郭璐还与千湖畜产品合作社相关

人员专门设计了绿色为底色的产品包

装，提出了“高原藏系羊肉 敢为天下

鲜”的口号，打造“玛域东措 藏系羊

肉”特色品牌。针对“玛多藏羊”的销

售收入，该合作社将在年底向牧民群

众进行分红，惠及玛多县 3 村 275 户

869人。

电力消费帮扶电力消费帮扶
助力玛多藏羊走出高原助力玛多藏羊走出高原

西宁市城北区立足流动党员“去

向难掌握、教育难开展、作用难发挥”

等问题，优化建立“一库”“一证”“一平

台”管理方式，提升流动党员教育服务

水平和管理实效。

建立“一库”，摸清基本现状。建立

区、镇（街道）、村（社区）流动党员信息

库，通过“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

动，逐人摸排、逐级统计，对流动党员归

类建档编册，并做到随时更新、动态管

理。

建立“一证”，纪实基本活动。探

索建立《流动党员联系服务证》，详细

记录流动党员流入流出、工作学习、组

织管理等基本情况。凭借联系服务

证，便于流动党员第一时间接受流入

地党组织教育管理并参加党组织活

动。

建立“一平台”，加强党员管理。

依托 1 个区级、6 个镇（街道）级、69 个

村（社区）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建立

区、镇（街道）、村（社区）流动党员服务

管理平台，结合流动党员流动特点，针

对性制定党组织关系管理措施，应转

尽转做好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城北组）

西宁市城北区

“三个一”提升流动党员管理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