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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融媒体中心

十字路口，礼让行人成为常态；楼宇街

巷，文明志愿者随处可见；城市乡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近年来，平凉市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坚持系统谋划、突出重点、

上下联动、内外兼修，城市的文明底色更加

鲜亮。

持续发力掀起创建热潮

平凉市坚持科学谋划，强化顶层设计，构

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四梁八柱”，并在创建

过程中一以贯之，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平凉市制定印发 2024 年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重点活动行事历等文件，市区

联合对中心城区包抓共建单位和实测点位进

行调整。

同时，持续加大督查力度，全面掌握相

关 部 门 创 建 工 作 落 实 情 况 ，收 集 创 城 工 作

的特色亮点做法、难点堵点问题，紧盯中心

城区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背街小巷等重点

区 域 开 展 集 中 督 查 ，严 格 落 实 定 期 督 查 机

制 。 利 用“ 随 手 拍 ”小 程 序 进 行 问 题 转 办 ，

累计反馈各类问题 90 条，已完成整改 87 条，

整改率 97%。

平凉市还对标 2024 年创建目标和工作

任务，制定创城宣传工作方案，及时刊发创建

动态、特色亮点和典型经验，利用户外电子显

示屏、网络媒体平台、车载电子显示器持续推

送创城宣传标语及创城短视频，加大信息报

送发布力度和频次，今年累计发布信息 400

余篇（条），群众对创建工作知晓率、参与率和

满意率有效提高。

培树新风打造文明新名片

1 人入选 2024 年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候

选人名单；2 名学生入选 2024 年上半年“新时

代甘肃好少年”拟定人员名单，1 名学生被推

荐参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20 户家庭被推

荐为 2024 年全省“最美家庭”……

近年来，平凉市大力选树身边好人，弘

扬凡人善举。自 2014 年以来连续开展“平

凉 好 人 榜 ”发 布 活 动 ，累 计 选 树 推 出 了 18

期 243 名（含 群 体）先 进 典 型 人 物 ，在 全 社

会 营 造 了 崇 德 向 善 、见 贤 思 齐 的 良 好 道 德

风尚。

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不断增强市民网

络文明意识，平凉广泛开展《甘肃省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颁布《平凉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推进“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依法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联合执

法 16 次，查处不实有害信息 45 条，下发整改

通知 117 份。

崇德向善同心共建文明城

近日，平凉市崆峒区中街街道新民路社

区联合金江物业管理公司开展便民志愿服务

活动，爱心理发、反电诈宣传等各项志愿服务

项目一应俱全，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为居民

提供了现场服务。

目前，平凉市组建志愿服务总队 27 支，

备案登记志愿服务队伍 4413 支，实名注册志

愿者 24.87 万人，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1.24 万

个、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2000 多场次，汇

聚起创城的强大合力。

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主

题活动，打造了“有事说一声”“小区议事厅”

等文明实践品牌，建成 3 个“甘肃好人”文明

实践品牌工作室并挂牌运行，崇信、静宁 2 个

县级中心及 5 个实践所（站、基地、项目）受到

全省表彰。

各 县（市 、区）纵 深 推 进“ 深 化 移 风 易

俗·弘扬时代新风”活动，广泛开展“最美儿

媳 ”“ 最 美 家 庭 ”“ 美 丽 庭 院 ”等 模 范 评 选 活

动 ，引 导 形 成 崇 德 向 善 、见 贤 思 齐 的 新 风

尚 。 常 态 化 开 展 孝 善 美 德 宣 传 活 动 ，倡 导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引导群众摒弃铺张浪

费、人情攀比等陋习，以乡风文明推进基层

治理，乡村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吕娅莉）

——平凉市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一城文明风 满目和谐景

崆峒区中街街道南河道社区对破旧墙面进行改造提升，打造“诗词巷”，提升了小巷

“颜值”，增添了文化内涵。 崆峒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陇南市融媒体中心

为 推 动 家 校 双 方 相

互交流共进，实现“双减”

之下家校共育全面提质增

效。日前，陇南市实验小

学 举 办 了 校 园 开 放 日 活

动，活动当天受邀家长来

到校园，体验观摩教学环

节，零距离感受孩子们的

学校生活，了解学校的办

学情况。

当天，受邀家长在老

师 的 带 领 下 走 进 校 园 ，

以 观 察 者 、倾 听 者 、互 动

者 、评 价 者 的 角 色 ，感 受

团 结 向 上 、乐 学 求 知 的

小学生活。

校 园 开 放 活 动 第 一

站，家长们体验了孩子们

的 大 课 间 活 动 。 在 武 术

操 、单 人 跳 绳 活 动 中 ，孩

子们个个神采奕奕：动作

规 范 到 位 、铿 锵 有 力 ，充

分 展 现 了 实 验 小 学 学 子

风采。

随后，家长们走进教

室 ，观 摩 聆 听 课 堂 教 学 ，

了解老师教学方法，并学

习 掌 握 低 年 级 孩 子 的 思

维特点。课堂上，老师们

通过有趣的讲解，让书本

上 的 知 识 变 得 鲜 活 生

动 。 孩 子 们 在 思 考 后 踊

跃举手，积极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和感悟。各

科任老师还结合各自的专业知识与家长分享

了有针对性的、高效的学习方法，为课后延伸

学习和家庭自主学习提供了思路。

当 天 下 午 ，陇 南 市 实 验 小 学 校 长 郑 映

芳还作了以“重视习惯养成，成长增值每一

天”为主题的讲座，介绍了学校在教师队伍

建 设 方 面 的 情 况 。 其 间 ，各 班 班 主 任 总 结

了 孩 子 们 半 个 学 期 以 来 的 表 现 ，并 与 家 长

进 行 了 沟 通 ，给 出 了 实 用 的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意 见 ，引 导 家 长 从 自 我 认 识 、情 绪 管 理 、人

际交往、应对压力、生命教育等方面关注学

生的心理健康。

“ 家 长 开 放 日 ”上 多 姿 多 彩 的 社 团 课

程 、先进的基础设施、美丽的校园环境让家

长们赞不绝口，特别是学校设置的“四大课程

体系”更是让家长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家长开放日’活动，让我看到了孩子在

学校的学习状态和日常生活，孩子与老师和

同学的互动，也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他的

成长，很感谢学校和老师为孩子创造了这么

好的成长环境。”家长张梅梅笑着说。

“培养一位优秀的孩子，需要学校提供优

良的育人环境，也需要家长营造良好的家庭

氛围，我们举行本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

好地整合家校育人力量和资源，构建全方位

育人体系，促进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的交

流沟通，达到家校共育的实效。”郑映芳说。

（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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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古区融媒体中心

“从给孩子办理出生、入学登

记，到日常就业、社保等所需要的

信息都可以在红古区政府网站查

到，很方便。”今年 65 岁的兰州市

红古区华龙街街道龙源社区居民

王大有感叹道。

近年来，兰州市红古区立足

“服务全方位、内容全透明、机制

全覆盖”要求，将政务公开作为为

民服务的重要内容，突出政策解

读，有效畅通政府与群众、企业之

间的联系沟通渠道，加强惠企利

民 政 策 投 放 的“ 精 细 度 ”“ 精 准

度”，全面提高群众的满意度。

红古区围绕群众关心关注，

用简明、易懂、生动的语言，对政

策文件中注意事项、关键词解释、

具体举措进行专业解读，同时通

过简明问答、图片表格、动漫视频

等形象化、通俗化、直观化方式进

行解读，让企业、群众“找得到、看

得懂、用得上”。

红古区对全区政策解读材料

应收尽收、集中公开、统一管理，

集成式发布，设置并优化搜索功

能，按照“个人”从出生、学习、就

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企

业”从开办、招工、经营、纳税、注

销，提供全生命周期事项政策解

读和查询，提高政策解读材料针

对性和易获取性。尤其是对社会

救助、减税降费、援企稳岗等群

众、企业关心关注的相关政策，积

极发挥“店小二”职能，主动对接

相关部门帮办代办。截至目前，

累计为群众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事项 5 万余件。

此外，红古区还联动“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政务服

务网，在政府网站集成政府信息公开、互动交流、区长信

箱、在线办事等功能。针对群众办事需求，“精减”“精

准”“精细”跟踪回访公开服务质效。将申请公开答复时

限由法定的 20 个工作日缩短到 15 个工作日，办结效率

提高了 25%。在办理群众申请咨询事项时，坚持第一时

间受理、第一时间呈报、第一时间转送承办单位、第一时

间答复“四个第一时间”工作机制，确保申请事项在规定

时限内高效办结。 （顾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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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融媒体中心

初夏的合作，天空澄碧，绿草茵茵，牦牛成群。

近年来，合作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中国牦牛乳

都”品牌，推进上游保种、中游繁育、下游养殖的“美仁牦

牛”产业链循环延伸，在“扬优势、补短板、防风险”上下

功夫，推动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合作市以佐盖多玛乡为重点，开展美仁牦牛种质资

源保护和提纯复壮；以卡加道乡、佐盖曼玛镇部分村为

核心，建设犏牛繁育基地，繁育和生产优质娟犏牛，为犏

雌牛养殖区提供优质畜源；以那吾镇、勒秀镇为片区进

行犏雌牛（奶牛）养殖，大力发展牦牛乳产业。目前，合

作市美仁牦牛存栏 5.35 万头。

现代畜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目前，合

作市已建成“美仁牦牛”1 号和 2 号基地，组建核心群 2

个，启动“智慧牧场”系统，创建县级高原生态乳业现代

产业园 1 个，依托产业园新建自动化挤奶厅 13 处，建设

鲜奶收购站 7 个，组建犏雌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 10

个，发展犏雌牛养殖合作社 86 家，培育家庭牧场 104 家，

打造饲草生产加工基地 2 处，建设牦牛藏羊饲草料中央

厨房加工厂 1 处，促进牧业增产牧民增收。

此外，合作市投资 4.47 亿元，实施雅克高原牦牛乳

产品加工及冷链物流、华羚牦牛乳制品流程型智能示范

工厂建设项目，研发牦牛乳产品，提升产品品牌价值。

通过“龙头企业+基地+联合社+专业合作社+牧户”的模

式，建立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开发市场前景广、附加值

高的牦牛奶、干酪素、酪蛋白、凝乳酶等牦牛乳加工系列

产品。目前，合作市已成为全国牦牛乳、曲拉交易中心，

牦牛乳系列产品主要生产基地，牦牛乳、曲拉交易量占

全国的 86%，酪蛋白系列产品产量占全国的 90%。2023

年，合作市奶产量达 0.67 万吨，同比增长 11%。

“合作市将放大优势、补齐短板、做优品质、做响品

牌，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

释放的牛产业发展新路子。”合作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

责人表示。 （孙娅丽）

牵住“牛鼻子”
壮大牛产业

东乡县融媒体中心

洮河之滨，凤凰山下，有一所环境优美、设

施完备的寄宿制高中坐落于此，这就是 2022 年

建成的东乡中学。

走进教学楼大厅，教师风采展示栏上 200 多

张附有座右铭的照片引人瞩目，这些平均年龄

25 岁的年轻教师们，构成了这所学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近年来，东乡县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

才，加快建设民族地区人才聚集中心，奋力打造

人才聚集高地。同时，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速

引进人才。两年来，从“双一流”和省部共建师

范院校引进 173 名教育人才，并从全县教育系统

范围内选调优秀教师 20 人，构成了东乡中学一

支年轻化教师队伍。

作为第一批由西北师范大学引进至东乡中学

的硕士研究生石如丽，任高二年级政治教师兼政

治组教研组长，还担任着班主任工作。她带领组

内老师因材施教，为学生制定个性化教学计划。

年轻教师引进来，如何进一步培养成长尤

为重要。东乡中学由西北师大附中进行教学托

管，并派驻管理团队。同时，与济南历城二中结

对帮扶，派教师跟岗学习，学生委培。东乡中学

将 这 些 优 质 资 源 作 为 助 推 教 师 发 展 的 有 效 载

体，全面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在人才引育方面，我们积极实施‘师大附

中+东乡中学’双教研组长制度。学校柔性引

进西北师大附中各学科组长担任东乡中学学科

教研组长，每周到东乡中学指导教研活动。同

时开展岗前培训和定期轮岗学习。”东乡中学党

总支书记崔鹏说，爱岗敬业、专业精湛、为人师

表已经成为每位教师的自觉追求。

任学校办公室主任的唐雅梅是东乡中学第

一批引进的教师，她在负责处理日常校务工作的

同时，承担着高二年级英语课。肩上的担子让唐

雅梅迅速成长，她先后获得临夏州优秀共青团员

和东乡县年度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唐雅梅大学毕业后返乡就业，她说：“做老师

之初，我曾在西北师大附中跟岗学习，其间，学到

的新教学理念，对自己启发很大。我把新教学方

式运用到教学过程，深受学生欢迎。”

人才引进来、用得上，还要留得住。在“暖巢

留凤”方面，东乡县坚持把优化人才服务环境作

为关键要素，全面提高引进人才待遇。2022年以

来，共落实安家补贴等各类资金 1400 多万元，配

套落实人才周转公寓 99套。同时，及时了解掌握

人才思想状态、履职表现，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协

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一站式”服务办结引进人

才入编、人事、工资、户籍等审批备案手续，持续优

化服务方式，实实在在当好人才“服务员”。

“通过西北师大附中全程帮扶培育，老教师

发挥‘传帮带’作用，东乡中学的青年教师迅速

成长，为学校教育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来自

西 北 师 大 附 中 治 安 办 主 任 、东 乡 中 学 副 校 长

李玉民满怀信心地说。

东乡县：引才育才为学校教育发展注入动力

阿克塞县融媒体中心

阿 克 塞 哈 萨 克 族 自 治 县 地 处 甘 肃 河 西 走 廊 西

陲、祁连山脚下。近年来，当地坚决扛起祁连山生态环

境保护重任，全面实施林地保护、草地保护、湿地保护

等 任 务 。 通 过 加 强 对 祁 连 山 国 家 公 园 的 综 合 治 理 ，

祁连山区域草地面积明显增加、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娜再拉 高宏善）

美丽的海子草原水草丰美、候鸟翻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