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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臻

除夕，不管大城小镇，还是街道乡村，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气氛。

在大家欢欢喜喜迎新年时，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南县茫曲镇乡村振兴专干巨敬

燕却还在离家 240 多公里的地方忙碌着，

这是她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不能准时回家

过年的第一年。

“小巨来了，外面冷，快进来！”说话的

人是茫曲镇达玉村村民王小平，也是巨敬

燕最挂念的一户帮扶监测对象。

“婶婶，就你一个人忙活，有啥需要我

们帮忙的，尽管说，我跟值班的同事都在

呢！”像往常一样，巨敬燕一进屋就跟王小

平拉起了家常。

虽然王小平家中只有她自己和才上

初中的小儿子，但整洁的院落、干净的房

间、井井有条的生活无不透露着稳定与希

望，“小巨啊！多亏了党的好政策，还有你

们这些基层干部，一趟趟地往家里跑，一

件件地帮家里解决困难，我们才能坚持下

来，生活才有了盼头。”拉着巨敬燕的手，

王小平感激地说。

2022 年底，王小平的丈夫因病去世，

让这个原本条件还不差的家庭不仅承受

着亲人离世的巨大打击，还背上了 68 万

元的沉重债务，加之大儿子工作地方远，

小儿子未成年，让王小平面对重压不知所

措。

“那段日子多亏了小巨和驻村工作队员

一次又一次帮忙，从被纳入监测对象到申请

监测户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再到落实公益性

工作岗位，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王小平说，巨敬燕最初入户随访时，因为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对她并不是很信赖，

后来看她帮自己热心负责地跑前跑后，就像

亲人一样，才慢慢从内心接纳了她。

从王小平家出来，巨敬燕拿出她的记

事小本，认真记下了此次入户的基本情况

和要注意的事项，同行的达玉村书记余得

才说：“跟刚来时的慌乱比，如今的小巨已

经在不断地学习中成长了起来，对工作游

刃有余，和老百姓打交道也不紧张了。”

从校园毕业生小白到乡村振兴专干，

天壤之别的角色转换，加上缺乏工作和社

会经验，2023 年刚参加工作的巨敬燕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

后来，在领导同事的关心关爱、开导

鼓励下，通过每一次下乡入户与群众敞开

心扉交流，以及为群众解决一项又一项困

难，渐渐让她对乡村振兴工作有了深入理

解，对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有了更深理解。

“现在不管在哪里，大家都会亲切地叫我

一声‘小巨’，各项工作也干得越来越有起

色了。”巨敬燕说。

通过大半年来的入户走访，巨敬燕真

切地感受到了群众的淳朴和善良，感受到

了他们勤劳致富的不易。看到一项项惠

民政策为群众带去希望，她更明白，为群

众办事代表着一份承诺和责任，承载着一

份期待和信任，无论大小轻重，都要千方

百计去办好。

“学生时代的我，曾怀揣着教书育人的

梦想，渴望有一天能站在讲台上，燃烧自己

为学生照亮前程之路。工作后，当我看见

因国家政策的宣传和落实，能切实为群众

带来实惠，当我看到群众脸上露出满意的

笑容，我知道，曾经的梦想和今天的工作并

不矛盾，二者归根结底都是为群众服务，只

不过是手中的粉笔变成了钢笔，奋进的战

场从讲台转移到了振兴路上。”不远处，爆

竹声响起，巨敬燕拢了拢羽绒服，和同事一

起继续去往下一个监测户家。

振兴路上，青春无悔。新春之际，坚守

岗位是付出、是责任、是奉献，更是幸福。

在万家团圆、平安欢聚时，巨敬燕和千千万

万的乡村振兴工作者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坚

守，以自己的方式守护万家灯火。让我们

也为他们送上深深的节日祝福！

振兴路上振兴路上 青春无悔青春无悔
（上接第一版）

“我给家里人都说，国家已经给了这么多好政

策，我们自己也要加把劲儿，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山

选的话，让田宁也发出了感慨。“没错，乡村振兴，还

是要靠我们自己。如今村里产业有了基础，下一步，

我们要持续探索‘党建+合作社+基地+菜农’模式，

依托现有优势，打造生产、储藏、保鲜、销售一体化产

业链专业化平台，并以娘娘山风景区为重点，打造集

住宿、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圈，辐射带动周

边各村经济发展，绘制村庄旅游发展新蓝图。”

走出王山选家，已至正午。在挂有中国结装饰路

灯的乡村主干道上，64岁的王寿选与田宁不期而遇。

二人互道新年祝福后，田宁问起了王寿选的近况。

原来，王寿选是村里的特困户，除了特困补助，他也会自

己打些零工赚钱。“现在一年有16000元左右的收入。”王

寿选说，他还是想趁着自己能干的时候尽量自己赚点

钱。“靠自己自力更生，生活也能过得更好一些。”

“有这种想法就对了。但有困难的时候要及时给

我说，我和驻村工作队都会想办法给你解决。”田宁说。

此刻，骄阳当空，渐渐消融着冬日的冰雪，轻柔

唤醒着沉睡的大地。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甘树湾村

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人勤不负好春光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

2 月 11 日，迎着料峭春寒，记者与青海日报社

（西海都市报社）派驻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马家洼村

第一书记祁万强，一同前往村民李积宝家中拜年。

马家洼村所在之地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自然条件

较为恶劣。近年来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马家洼村

以发展马铃薯种植产业为主，探索种养相结合的发展

模式，让村民们的收入不断增加，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李积宝就是其中之一。

祁万强刚走到李积宝家大门口，就看见他正拉

着一塑料桶饲草料往外走。

“积宝哥，我给你拜年来了，过年好啊。”祁万强

满脸笑容地高声问好。

看到祁万强来给自己拜年，李积宝忙放下手里

的活儿，高兴地迎了上去。“祁书记过年好啊，大过年

的还来看我，你真是有心了。”李积宝边说着话，边把

祁万强迎进了门。

“积宝哥，你这大清早的忙啥呢？”

“嘿嘿，我不是养了些羊嘛，有两只母羊快要产

仔了，还有 10 只羊过完年就要出栏，所以过年也不能

马虎大意啊。”李积宝说道。

此时，屋子里炉火烧得正旺，暖烘烘的热气瞬间

就驱散了身上的寒意。李积宝的妻子马金莲正给窗

台上的花盆里浇水，阳光透过玻璃洒在窗台上，让几

盆绿植更显生机盎然。

“祁书记，你们先喝口茶啊。”还未坐定，马金莲

已经给我们倒上了两杯热气腾腾的年茶，碧绿的茶

叶间浮着两颗朱红的大枣，香气扑鼻。

当问起养羊的事，李积宝一下子来了精神，笑呵

呵地说：“去年我卖了 48 只羊，净挣了 3 万多元钱，现

在家里还有 38只羊，每天都要按时喂料。”

李积宝告诉记者，三年前他通过政策扶持开始

养殖生猪，刚开始收入还不错，可随着市场价格波

动，生猪养殖的收益不断下降。2022 年 6 月，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决定调整思路改变养殖模式，一

口气将养殖的生猪全都卖出去，又享受到“530”小额

信贷政策，筹集资金开始转型养殖藏系羊。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李积宝花了3万多元钱

从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引进30只藏系羊，把现成的

猪圈改造成羊棚，还通过代种村民耕地的方式，种植

了3公顷多的饲草料，一门心思发展起了养殖业。

如今，通过辛勤努力尝到甜头的李积宝，对发展

藏系羊养殖产业充满了干劲。“这些羊可都是我过上

好日子的指望啊，所以大年三十在县城女儿家里过

完年，第二天我就回来喂羊了。”说到这，李积宝透露

着自豪的笑容。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下来了，省委省政府一

直特别关心老百姓的收入问题。你们在发展上有啥困

难就提出来，驻村工作队一定会想办法帮助解决。”祁万

强解读着文件精神，给村民以后的发展吃上了“定心丸”。

“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还有驻村工作队的大力

扶持，我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李积宝说，今年

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和饲草料种植面积，利用种养

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把养殖产业发展好。

春光正好，未来可期。一直惦记着喂羊的李积

宝又去给羊添草料了，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正向着

阳光竞相开放，仿佛也充满着对春天的无限期待。

佳节不忘村里事

“最近家家户户都在‘忙年’，过年准备应该做得差

不多了，我们今天再一起去看看。”2月11日，记者来到

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上台村，第一书记常瑞麟热情

地招呼记者随驻村工作队一起前往村民家中拜年。

平整通畅的硬化道路、崭新的太阳能路灯、设施

齐全的休闲广场、整齐美观的排排房屋……一路上，

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太阳能路灯照明效果好且不晃眼，前段时

间我们刚更换了全村 25 盏损坏的路灯，新增了 6 盏

路灯，大大方便了群众夜间出行。那边是‘幸福之

家’老年人照料中心，正在进一步完善设施。这是我

们村内的一个纯净水加工厂，协调了村里的脱贫户

在这里工作。”介绍起村里的情况，驻村大半年的工

作队员们滔滔不绝。

哪些人家需要申请医疗救助，哪家的大学生需

要享受“雨露计划”，哪几个人需要帮助联系就业岗

位，这些关系民生的大事小情，驻村工作队心里都有

“一本明细账”，解决群众难题就是他们最关注的。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让群众安心过年，常瑞麟带领

驻村工作队员集中走访，了解近况。在得知多名群众

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后，上台村驻村工作队多次与相关

单位沟通协调，成功为30多名村民讨回拖欠的工资。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村民周本家。“我们来给你

们拜个年，也帮忙收拾收拾，帮你们把窗户擦干净，

亮亮堂堂过年。”常瑞麟语气亲切地说。

脱贫户周本家一直是上台村驻村工作队重点关

注的对象，家中只有周本夫妇和上小学的孙女一起

生活，为了解决一家人的收入问题，驻村工作队为周

本的妻子安排了村内保洁员公益性岗位，积极帮助

周本联系外出务工的工作，并时常来家中看望。“你

们一直惦记着我们，经常来看我们，还带东西来给我

们拜年，太感谢了！”周本连连感谢道。

早晚入户走访、白天办理业务，为村内水厂申报

脱贫工坊、联系相关部门对接“人饮管网改造升级”

项目，及时跟进协调公交站亭、外墙保温、桥梁修缮、

边渠砌筑等项目进度……这些都是上台村驻村工作

队忙过年的生动写照，他们忙碌在建强战斗堡垒、发

展富民产业、优化乡村治理、解决群众难题的各个阵

地上，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行动擦亮了驻

村工作队的名片，带领村民谱写着乡村振兴新画卷。

我们访问的另一户，是一个大学毕业后待就业

的年轻人东主加，他正忙着在新房里收拾卫生。驻

村工作队来村里后，一直帮助他备考国家公务员考

试，给他买书、辅导，现已顺利通过笔试。驻村工作

队员杨奇伦是他的主要辅导老师，一见面就关切地

询问起他面试备考情况。“驻村工作队为我们做了很

多实事儿，也帮我们家解决了很多难题，给妈妈联系

了水厂的工作，给我辅导学习，关心我们过年准备情

况，让我感到很暖心。”东主加说。

“20 件羽绒服到了是吗？那我们下午就发给大

学生。”刚走出东主加家，常瑞麟的电话就响了，他和

驻村工作队员们又要继续忙“过年”了。

草原上有新气象

当新年的太阳冉冉升起，零星飘落的雪花，与位

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格多村的草原共同

沐浴在阳光下，同远方的阿尼玛卿雪山交相辉映，构

成一幅雪域高原冬日画卷。

顺着雪地上的车痕和脚印，格多村驻村工作队

员娘吉先驱车拜访村里的养殖户，主人索南希德上

前熟络地打招呼，室内炉火正旺，身着盛装的一家人

忙碌着，桌案上摆放着牛羊肉、藏式点心、肉包子、糖

果，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顾不上感受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娘吉先眼下

还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天寒地冻，稍有不留意，牲畜

便容易掉膘，村里托养的牦牛怎么样了？”

“牦牛交给我可以放心！”索南希德笑着拍拍胸

脯保证。索南希德是格多村公认的养牛能手，在他

的带领下，娘吉先查看了圈舍和养殖情况。圈舍整

齐有序，牦牛生长良好，聚集在牧场上啃食着泛黄的

牧草，不远处有序堆叠着充足的青干草和颗粒饲料。

格多村所谓的“托养”是怎么回事？原来，在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项目建设中，村里利用资金

购买了 396 头品种优良的牦牛，在自身人工种植饲草

的产业基础上，以“饲草基地+合作社+牧户”的形式

进一步联农带牧，选定 8 户养殖能力突出的牧户，以

托养的方式试行规模化养殖，以此壮大村集体经济，

提高村民收入。2023 年村集体收益超过了 20 万元，

就在前不久，村里所有牧民都领到了合作社分红，分

享了增产增收的喜悦。

产业发展步入新程的同时，格多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也迈上了新台阶。自去年 7月被选派到村，看到村

委会基础办公设施条件落后，娘吉先向派出单位争取

到公共文化能力提升项目，村委会会议室焕然一新，

洁白平整的墙面上各项制度标语悬挂错落有致，村里

还有了专门的资料室归档基层纷繁复杂的工作资

料。村党支部活动阵地日趋规范标准，驻村工作队协

助村党支部书记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也更加得心应

手。自驻村干部轮换上任以来，格多村严格落实“三

会一课”要求，组织生活会等按要求定期开展。特别

是在主题教育中，村里召开党员大会集中学习 14 次，

驻村工作队发挥藏汉双语优势，为村里偏远的党员群

众送教上门，收获了全村上下的普遍认可。

“还要感谢咱们驻村工作队哩！去年和村里的

党员牵头，修复村里损毁的道路，方便我们牧户运输

饲草。还帮助我们三社对接移动公司落实了两座信

号塔，就等今年开春建设，40 多户村民的通讯信号就

能更加稳定。”一旁的索南希德补充道。

村上的工作大大小小，但每做一件为牧民群众

谋利的事情，每次将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位，每

当看到牧民脸上洋溢的笑容和竖起的拇指，都让娘

吉先这个驻村半年的“新人”越来越明白驻村帮扶的

意义和价值。

草原上太阳已升至当空，冰雪逐渐消融，在涓涓

雪水的滋养下，这片草原即将迎来又一年的欣欣向

荣。娘吉先相信，伴随新一年的奋斗实干，格多村的

气象也将愈加美好。

驻村帮扶促振兴 乡村蝶变焕新貌

本报记者 牛玉娇

我叫殷恒吉，是海东市平安区小峡街

道下红庄村党支部书记，1月 10日，我们村

和柳湾村共同开办的“河湟客栈”正式营

业了，男女老少欢天喜地前来放炮祝贺。

“我们村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这事

办得好。”

“书记，客栈开起来了，大家鼎力支

持，你们大胆干。”

听到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的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回顾我们村的发展之路，真

是一言难尽。

2010 年下红庄村因征地拆迁，整体

搬至如今的河湟新区，原以为，“上楼”后

的日子会百般甜蜜，可是，“失地农民”的

奋斗之路才刚刚开始。

一没产业、二没思路，搬到河湟新区

之后，村民只能靠外出务工挣钱，村里有

点资金却始终“盘活”不了村集体经济。

说句实话，村里没有产业，村干部挺

不起腰杆来，做事也没有干劲，整个村缺

乏凝聚力，形成了死循环。

2018 年换届选举，村民选举我为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锦是副主

任，我们合计着要好好干一场，为村民谋

实惠，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河湟新区

有地理区位优势，没有了土地，我们要因

地制宜换个活法。

2021 年我们在河湟新区下红庄路开

办了早市，一开业就很红火，2022 年又开

办了夜市，2023 年在小峡街道的指导下，

进一步规范化运营，两年内村集体经济收

入就达 40万元。

2023 年春节前夕，村上拿出一部分

资金给村民按人头分发了米面油，村民纷

纷称赞，说很暖心。

以前的“软弱涣散村”凝聚力逐渐增

强了，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也足了，每次

开会，党员群众各抒己见，积极探讨新的

一年干点啥好。

我还记得，2023 年 3 月的一次党群会

上，何锦说河湟新区有农贸批发市场，可

以做冷库生意，村民魏成业说办个废品收

购站，我说不如做宾馆生意。

我了解过，河湟新区离机场近，这几

年新区里开办了很多家庭宾馆，夏天的时

候“一房难求”，是个商机，加上之前小峡

街道办事处的房子闲置着，可以申请租

用，我们村有几位妇女在宾馆打过工，还

可以为她们提供就业岗位……

说出这个想法后，大家都很认可，你

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商量怎么着手，村里的

年轻党员魏全林开了口：“殷书记，我常年

跑旅游大巴，发现年轻人特别喜欢玩电

竞，现在也有很多电竞酒店，大家可以考

虑一下。”

年轻人果然思路开阔，电竞酒店是个

新鲜事物，肯定有市场，通过举手表决，这

次会议决定了一件“大事”。

很快，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小

峡街道，没想到，等来了“好事成双”。

“殷书记，现在全区鼓励支持村集体

经济开办强村富民公司，以市场化的方

式，联村带农共同致富，你们带着柳湾村

一起做电竞客栈，怎么样？”

小峡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永涛这么说

时，我很激动，我在想：“村上的想法能得

到上级的肯定和支持，还能带动其他村一

起发展，这事肯定能干成。”

柳湾村的党支部书记是殷恒福，他听

说后很支持这个想法，于是两个村各取一

字成立了“青海红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河湟客栈”。签约时，我和殷恒福书

记紧握着对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下红庄村能力强，殷书记，你好好带

带我们，一起发展，一起让村民过上好日

子。”

殷恒福的话让我很感动，我也一直默

默记在心里。

打报告、搞装修、招人、开业，客栈一

切步入正轨。虽然刚开业，但是客人不

少，电竞房很受年轻人欢迎。我们村的梁

玉英、张培英，柳湾村的韩玉花等 10 多位

村民在客栈上班，看到他们兢兢业业，开

开心心地在“家门口”就业，我很安心。

我相信，到 2024 年底的时候村里的

收入肯定能翻番，那时，村民的日子肯定

更红火。

村子强起来村子强起来，，日子日子““火火””起来起来

2月10日，记者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城区和主要道路节点看到，各类凸显贵德文化元素和艺术特色的大型灯组、喜庆
灯笼争奇斗艳、流光溢彩，把贵德装扮得如梦如幻、靓丽多彩，形成“贵德文化+彩灯”的城市景观。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栾雨嘉 通讯员 蔡成强 摄

贵德：龙年彩灯靓丽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