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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青组） 2 月 23 日，全省组

织部长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

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全国组织部长会议

和省委部署要求，总结 2023 年组织工

作，部署今年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赵月霞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组织工

作围绕中心大局精准发力，推动各项工

作取得新成效。做好今年工作，要深刻

把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对组织工作提

出的新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落实“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

工作要求，推动全省组织工作高质量发

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

理论凝心铸魂，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在学用结合、入心见行上下功夫。

坚持政治标准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建设，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

为高度统一起来，推动干部想干敢干会

干。坚持扩容、蓄能、释能同步推进，不

断强化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人才支撑。

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巩固

党在民族地区执政根基。坚持从严教

育 管 理 ，充 分 发 挥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要从严治部，真抓实干，培育科学

思维，统筹推进“数字组工”建设，为加

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西宁市、黄南州、省委政法委、省教

育厅、西部矿业集团、青海大学作了交

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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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 2024 年春

节期间，为展示青海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成果，进一步丰富各族群众假日精神文

化生活，全省上下围绕“欢欢喜喜过大

年”“美好青海 共享非遗”“非遗过大

年”等主题，开展了“视频直播家乡年”

及“年文化”相关非遗项目传承实践活

动。截至目前，全省共开展线上线下非

遗宣传展示展演活动 260 场（次），惠及

各族群众近 460万人次。

“社火”作为非遗项目和春节民俗

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今年春节期间展

现时代风采。全省上下社火展演源源

不断，舞龙舞狮精彩纷呈，无论是城市

街道，还是乡村社区，或是线上媒体，

处处能看到锣鼓喧天的“社火”展演和

群 众 脸 上 洋 溢 的 幸 福 笑 容 。“ 空 中 杂

技”千户营高台、高险奇峻的高跷、惟

妙 惟 肖 的 舞 龙 舞狮、活泼灵动的竹马

子、传统老秧歌“四片瓦”等国家级、省

级非遗项目成为社火展演中的“王牌”

节目。藏族螭鼓舞、回族宴席曲、土族

安昭、汉族民间小调、八门拳、河湟曲艺

及各民族服饰、传 统 美 食 类 非 遗 项 目

也在“社火”展演中大放异彩，勾勒出民

族团结、幸福和谐、国泰民安的新年盛

景。

全省各地文旅部门、非遗项目保护

单位、传承人群在抖音、快手、微博、微

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围绕各地优势

非遗项目资源发布短视频，目前，全省

共发布短视频 352 个，浏览量达 220 万

人次。同时，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非遗项目传承实践活动，涵

盖百余项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项目

湟源排灯参加 2024“点亮中国灯”——

龙年灯会灯彩迎新春”全国主会场活

动，并组织排灯展点亮丹噶尔古城，营

造”古城过大年”浓厚氛围。省级非遗

项目湟中鲁沙尔高跷惊艳亮相河南省

春晚，展现高险奇妙的文化魅力。塔尔

寺酥油花如期“绽放”。拉伊、锅庄舞、

民歌、曲艺、“花儿”及传统美食类非遗

项目在各地春晚、村晚、文艺汇演中发

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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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宁讯（记者 张慧慧 通讯
员 殷海） 为深入宣传中央和省委一号

文件精神，西宁市从县区和市直机关企

事业单位抽调 2474 名干部，自 2 月 26
日起，分组下沉 917 个村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一号文件精神宣讲活动，推动政策

在基层落实落地。

西 宁 市 对 下 乡 宣 讲 的 时 间 安 排 、

人 员 抽 调 、组 织 领 导 、工 作 要 求 等 方

面进行了安排部署，下沉干部要广泛

深入宣传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精神，学

习 运 用“ 千 万 工程”经验，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全力推动 2024 年“三农”

重 点 任 务 落 实 落 地 。 选 派 协 调 能 力

强、政策水平高、懂经济、懂管理的干

部 ，重 点 围 绕“ 学 政 策 ，促 生 产 、促 和

谐 、促 振 兴 ”为 主 题 的“ 一 学 三 促 ”活

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村入户

宣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发展乡村产业、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等党的强农富农惠农政策举措。

同时，协助村“两委”做好乡村治理、普

法宣传、处置矛盾纠纷、完善村规民约

等工作；帮助村“两委”理清发展思路，

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挖掘培育乡

土 人 才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落 地 见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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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宥力） 2 月 23
日，记者从青海大学了解到，我国首部

中文版《藏医药学概论》教材由人民卫

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打破了一直以

来以藏文版教材和藏语授课为主导的

我国藏医药高等教育模式，在推动我国

藏医药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和科教融合、

推进藏医药学一流学科建设、传承弘扬

藏医药文化、培养新时代藏医药创新人

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

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藏医药学概论》作为我国首部中

文版藏医药创新教材，由青海大学牵

头，西藏藏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

等全国 10 余所高校的 22 名专业教师历

时 3 年编写完成。教材内容设计坚持

守正创新根本原则，以藏文版《藏医药

学概论》教材内容为基础，以面向社会

大众，让初学者能够学懂弄通悟透为目

的，大幅扩充了藏医药学内容框架和理

论体系、藏医病理生理、藏医诊断、藏医

治疗等基本内容，同时增设了绪论、藏

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四部医典》及其

特点、藏医药学哲学基础、药王城及其

现实意义、藏医药学内容归纳与树喻图

等章节内容。

出版发行的中文版《藏医药学概论》

教材，是继青海大学开发上线我国首门

藏医药学领域在线课程《藏医药学概

论》（汉语版）之后，再次由青海大学李

啟恩教授团队牵头开发的我国首部中

文版藏医药学创新教材，分别得到青海

大学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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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法营

虽然时令已过“立春”，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境内依然寒风袭

人。距离乌兰县城西南 14 公里外的

柯柯镇南沙沟村，“年味儿”正在村间

变淡，村里的班子成员领头，已开始招

呼着村民在新一年的“春头儿”盘算全

村 6 户 222 名庄户人的日子。“人勤春

早”，南沙沟村村民抢先在新一年的早

春里迈开了脚步。

“不过十五不算过完年，早就是过

去的事了。借着乡村振兴势头正旺，

把上面的各项好政策在村里用足用

好，通过乡村精细治理把全村人的心

思拧到村里共同发展、一起致富的‘一

股绳’上，推动村办的农机服务队扩大

规模，真正成为撑起村集体经济的‘扛

把子’、村民致富的‘钱袋子’……好些

事都要趁早想、趁早干。”

2 月 18 日一早，南沙沟村党支部

书记杜国帅就带着满心的想法，张罗

村班子成员和农机队人员，打开设在

村委会一侧占地 500 多平方米的农机

车库大门，组织人员赶在春耕的前头，

对旧的农机具进行维修改造，对去年

申报争取到手的 10 多台新农机设备

安装调试。

年近 50 岁的杜国帅见证着一项

项好政策给村庄带来的一年一个样的

变化。先是一场脱贫攻坚战，让这个

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藏族等多民

族聚居的农业村，甩掉了戴了许多年

的“贫困村”帽子，村里 76.53公顷耕地

从只种小麦、青稞等“口粮”，转头种起

了枸杞、藜麦等经济作物，土地上产出

的附加值翻出了几个“跟头”；原有的

草场搞起了养殖，富余劳动力靠打工

增加了收入，再加上各类惠农补助，

2022 年 村 民 年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13528
元，2023 年村民收入靠着村集体经济

“腰杆粗了”又往上提了一截，让这个

多民族群众聚居的村子，由内而外变

了个模样。

硬化的村道纵横交错，井然有序

的农家院落“屋舍俨然”，房前屋后花

草相衬别生乡趣，乡村振兴的二十字

“箴言”以及“村规民约”，寓文于画、寓

教于乐沿村上墙，顺着村道延伸。村

民的所想所盼顺着“微链条”串连，乡

村治理的“四单模式”贯穿其间，多民

族的乡亲在政策福祉的助力下，描绘

出瀚海村庄的和谐画卷。

如果说脱贫攻坚战役给南沙沟村

蓄积力量，挂起发展的风帆，那么，巩

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则是点燃了南沙沟人的创造

热情，立足身边的土地“动脑筋”，搭上

乡村振兴的“顺风船”，奔向乡村发展

更为广阔的“海面”。

2022 年 3 月，南沙沟村瞅准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立足

镇域农田耕地资源丰富、农机服务需

求旺盛的实际，以产业发展为目标，挂

出了“南沙沟村农机服务队”的招牌，

开展“订单式”“跨区域”农机作业，为

村民提供“从种到收服务到秋”的“一

站式”农机服务，创出了“党组织+集

体经济组织+村民”的兴村富民发展

模式。

农机服务队创立之初，村集体筹

集资金 53 万元购买 6 台（套）农机具，

由此，村集体经济迈上了实体化的轨

道，支部书记杜国帅任农机队队长，有

农机操作经验的村委成员、党员致富

带头人当起了农机手，懂技术会维修

的村民走进了农机队员行列，“统一派

工、统一收费、作业核算、集中培训、专

人维护”的运作模式，为提高机械化农

业生产服务提供了保证。

回到田间“找机遇”，立足土地“寻

出路”，在利好政策的引领助力下产出

实效。

农机服务队成立当年，以“要发展

先站稳”为目标，为全镇种植户提供从

耕种到收割的全链式农机服务，当年

收 益 达 23.7 万 元 ，小 投 资 换 来 大 回

报。同时，为村里的党员群众提供了

就业岗位和在家门口学习掌握农机技

术的平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的“腰

包”同时鼓了起来。

“初露锋芒”即收回报。南沙沟村

民在 2023 年把心思和眼光放得更远，

申报争取到“南沙沟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农机具采购项目”，以采购农机 10
台（套）并建设两处上千平方米的农机

车库，进一步扩大了合作社的运营规

模。把机械化农机服务向兄弟乡镇、

周边市县辐射，开展订单合同作业、农

机服务队“走出去”经营，跨区收益 32
万元，重头更在于打响了南沙沟村农

机服务队的品牌，田野上的庄稼汉以

敢闯敢干的劲头儿，为自己赢得了一

片新天地。

难怪杜国帅他们从新春伊始就开

始了一年的忙碌，主要是南沙沟人尝

到了发展集体经济的甜头，在村民之

外又增添了一个“股东”的身份。得益

于村里办成了许多以前想办却没有力

量办的事，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提升“水到渠成”。时已过午，杜

国帅等一众村民还在农机车库忙乎，

做着精心准备，等到春天的“锣鼓”响

起，南沙沟人就要驾驶这些“庞然大

物”，开足马力，“突突”地冲向辽阔的

田野舞台了……

南沙沟村南沙沟村
““借风行船借风行船””起和声起和声

2月18日，玛尔挡水电站4号机组水轮机转轮顺利吊装就位。玛尔挡水电站水轮机转轮直径6.6米，高3.1米，总重
158.5吨，由上冠、下环及17个叶片组装焊接而成。作为整个机组的核心，转轮将水能转换轴的旋转机械能，并通过水轮
机主轴传递给发电机主轴及转子，决定着水轮机的过流能力、水力效率及机组运行的稳定。此次转轮吊装各环节无缝衔
接，吊装精准安全就位。 通讯员 杜亮亮 摄

玛尔挡水电站4号机组转轮吊装就位

仔细查看农机设备。 乌兰县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海西讯（记者 张洪旭） 一场

场“声”入人心的理论宣讲、一次次精彩

纷呈的文艺惠民演出……在刚刚过去

的 2023 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

令哈市坚决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将

一个个“营养丰富”的思想文化“大餐”

源源不断地送到“寻常百姓家”。

德令哈把“巴音大讲堂”作为深化

理论学习的重要途径，以“县级领导专

题 讲+专 家 学 者 系 统 讲 ”相 结 合 的 方

式，开展“上讲堂”活动 20 余场（次），参

训干部达 7000 余人次。通过各类媒体

平台，开设《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

新功》《主题教育进行时》等专栏，深入

宣传报道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主题教

育进展成效。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7+60+
N”模式为依托，建立 82 支志愿服务队，

注册 6700 余名志愿者，在重要时间节

点，为群众开展卫生健康、技能培训等

志愿服务活动。同时，抓牢关键节点和

重大主题，邀请央媒、省媒记者赴德令

哈深入基层开展采访，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式对德令哈进行宣传报道，持续擦

亮“诗城”外宣品牌。

出台《关于建设全省文化大市的实

施方案》，以“1686”工程为重点，进一步

打造“诗歌文化、红色农垦文化、特色民

族文化”文化品牌，开展专场文艺演出、

才艺大赛等活动 20 余场（次），有力促

进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全面繁荣。在

第六届“诗城诗韵·诗画高原”诗歌节活

动中，由中国诗歌学会授予德令哈“现

代诗城”称号，并首次邀请海峡两岸暨

香港、澳门书画名家走进德令哈，通过

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为德令哈创作原

创诗歌 180首、书法作品 41幅。

德令哈

奋力走好新时代奋力走好新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宣传思想文化““赶考路赶考路””

本报海东讯（记者 李庆玲） 记者

获悉，近日海东市印发并实施《开展高

额彩礼、薄养厚葬、人情攀比等移风易

俗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将通过开展“六大行动”专项治理，不断

健全完善层层抓落实机制，通过宣传引

导整肃“婚丧喜庆活动大操大办、人情

债、攀比炫富”等不良风气，切实减轻群

众在婚丧嫁娶中支出负担，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凝聚

实现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对推

动社会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东市将开展破除陈规陋习行动，

遏制高价彩礼，抵制厚葬薄养，整顿人

情攀比，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对反映的移风易俗问题加大联合惩戒

力度；通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日常监

督，积极搭建多元服务教育平台，进一

步加强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活动

的纪律约束等措施，推动移风易俗工作

真正取得实效。

同时，将深化教育引导，开展移风

易俗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大力宣传群众

身边的移风易俗先进典型案例，加大对

反面典型的曝光，积极打造移风易俗示

范点；开展农村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行

动，健全红白理事会，完善村规民约，充

分发挥“道德评议会”作用，把移风易俗

工作融入道德模范事迹宣传等活动中。

据了解 ，海东市 2018 年全面推行

移风易俗工作以来，农村地区社会风气

明显好转，《海东市移风易俗促进条例》

自颁布以来累计新办简办红白事超 4.7
万场次，节约开支约 12.6 亿元，切实减

轻了人民群众经济负担。

海 东

““六大行动六大行动””专项治理专项治理
向整肃移风易俗再发力向整肃移风易俗再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