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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区融媒体中心

在兰州市西固区先锋路街道兰玻西

社区，网格员们的服务足迹遍布辖区各个

角落，他们不仅“网”起群众需求、急难愁

盼，还承担起政策宣传、矛盾化解、治安巡

逻的任务，以温情服务温暖了居民的心。

亮明身份 当好网格“采集员”

42 岁 的 王 瑾 是 兰 玻 西 社 区 兰 玻 旧

区 A 网格的网格辅助工作人员，为了让

居民知道“网格员是谁、有事儿找谁”，

她时常身穿红马甲奔波在“网格”内，随

身携带民情日志，对网格中的大事小情

都了然于心。

家住 24 号楼的老党员崔阿姨，年纪

大身体不好，爱人常年生病，王瑾了解情

况后，经常上门探望，帮助崔阿姨做家

务，减轻老人负担，让老人感受到社区的

关心关怀。

“ 自 从 有 了 微 信 群 ，我 调 整 工 作 模

式，线上积极答疑解惑，线下为居民做好

贴心服务，尽可能让居民‘少跑腿’，甚至

‘不跑腿’。”王瑾说。

答疑解惑 当好网格“宣传员”

近 年 来 ，电 信 诈 骗 手 段 花 样 百 出 ，

为保障居民财产安全，网格员刘孝红积

极 担 任 反 诈 骗 宣 传 员 。 她 奔 走 于 大 街

小巷，为群众发放防范电信诈骗宣传资

料、督促居民下载反诈客户端，面对面

为 居 民 讲 解 电 信 诈 骗 的 种 类 、惯 用 手 段 及 防 范 常

识 。 并 通 过 居 民 微 信 群 、朋 友 圈 多 渠 道 积 极 推 送

反 诈 信 息 ，以 案 释 法 ，提 醒 居 民 远 离 诈 骗 陷 阱 ，增

强反诈意识。

刘孝红还积极向群众宣传环境美化、安全生产、

社保医保、社会救助等知识。开展好宣传工作的同

时，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有矛盾及时化解、有需求

及时服务。

嘘寒问暖 当好网格“守护员”

“在家用电、用火、用燃气一定要小心，身体不舒

服，家里有困难，都要及时打电话告诉我，我一定积

极帮助解决。”一直以来，网格员罗枫林坚持走访入

户，了解困难群众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就业及劳

动能力情况等信息，倾听他们的需求，把惠民政策和

温暖送到有困难的家庭。

不仅如此，罗枫林还主动为网格内行动不便的

老人提供上门退休认证服务，帮助他们仔细排查用

电用火等居住环境安全隐患，宣传用电、用火等安全

知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先锋路街道兰玻西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

创新网格治理模式，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将服务管

理落实、矛盾纠纷化解、安全隐患解决在网格，做到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以“小网格”串起居

民“大幸福”。 （周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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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区融媒体中心

打造村集体经济产业园，改造提升闲置日光温

室，引进企业种植食用菌……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

区丰乐镇通过一系列有力有效举措，不断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仲 夏 时 节 ，走 进 丰 乐 镇 截 河 村 集 体 经 济 产 业

园，放眼望去，集中连片的设施大棚整齐排列。大

棚内，番茄苗郁郁葱葱，工人们正忙着给制种番茄

对花、授粉。

“今年我们村与酒泉华美蔬菜种子公司合作，

打造特色产业基地，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吸

纳本村和周围村庄的村民就近务工，实现稳定增

收。”截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学德说，据

初步估算，产业园番茄制种亩均产值 3 万元，有望

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元以上，增加村民收入

60 万元。

除了番茄制种种植外，丰乐镇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不断拓宽“联农带农”路径，通过对接联系内

蒙古赋民农贸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在截河村流转

土地，新建全钢架日光温室，同步配套智能温控、水

肥一体等智能设备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种植脱

水豆角 200 亩，预计双茬亩产收益 4000 元以上。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丰乐镇立足资

源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作用，推进高原夏菜等高效经济作物规模化、专业

化、产业化生产，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 （王璟 赵瑞春）

壮大村集体经济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临夏县刁祁镇围场村风景如画。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供图）

靖远县融媒体中心

每天临近中午，靖远县乌兰镇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餐厅饭

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三五成群

围坐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

“这个老年食堂办得好，解决了我

们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居民石秀说。

中午时分，90 岁高龄的石秀老

人和老伴准时来到老年人餐厅就餐，

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凉拌苦苦菜

和炒蔬菜是老两口今天点的菜品。

石秀的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家中

只有她和老伴，社区的助老餐厅办起

来后，他们就经常来这里就餐。

“收费比较合理，一天 3 顿饭只

要十几元钱，而且菜谱都是按我们

老 年 人 的 口 味 制 定 的 ，营 养 又 健

康。”石秀说。

靖远县乌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老年人餐厅成立于 2021 年，旨在

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子女不

在 身 边 的 老 年 人 解 决 吃 饭 难 的 问

题。餐厅为周边居民群众推出惠民

餐，确保老人们吃饱吃好的同时，让

老年人真正感受到便捷实惠。

同时，餐厅还提供上门送餐服

务，保证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按时

吃上可口饭菜。

“我们会根据老人吃饭需求制

定不同菜谱，供大家选择。有些老

人不方便到餐厅吃饭的，还会让老

人们选好菜品，我们送饭上门。”乌

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站点负责人

宋燕斌介绍。

小饭碗，大民生。近年来，靖远县持续增进民

生福祉，把“舌尖上的养老”作为发展老年人事业的

重要举措，不断探索健康养老新模式，动员更多社会

力量和慈善资源加入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养

老需求，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老年助餐服务体

系，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暖心饭、安心饭。

“把食堂开到老年人家门口，就是为了解决老年

人做饭难、吃饭难的问题。后续我们会进一步改进

老年人助餐服务，实现老年助餐服务在靖远县范围

内全覆盖，为老年群体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

宋燕斌表示。 （李思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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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区融媒体中心

随着和美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今，在

平凉市崆峒区各个乡镇村落，镇镇有亮点、村

村有特色、季季有风景，处处展现出幸福宜居、

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新风貌。

时下，走进崆峒区寨河乡闫湾村，目之所

及皆是一片绿意盎然。村民马伍拾每天起床

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迎接崭新的一天。

“以前，都是村干部动员我们打扫卫生，现

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我们每天都是

自觉打扫院内外，也不乱扔垃圾了。”马伍拾笑

着说，环境好了，大家住着也舒心。

马伍拾家门口就是省道 S216，今年以来，

寨河乡着眼去年遗留的公路沿线部分断层、群

众门前断头路问题，全面实施省道 S216 沿线

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寨河乡重点围绕解决群众出行、排水等问

题，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产业配套，

实施群众门前硬化 3000 平方米，修建挡土墙

1200 米，规范改造沿线现有的养殖小区、饲草

配送中心、农贸市场等，全线开展绿化作业，栽

植各类树木 1.6 万株，不仅扮靓了乡村“容颜”，

也凝聚了村民团结进取、发展经济的合力。

与此同时，为了充分激发当地群众参与和

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寨河乡还组织开展卫生

环境整治，最美庭院、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

“通过开展活动，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参与

度，还让乡村实现了从‘环境美’向‘生活美’、

从‘外在美’向‘内涵美’的转变。”寨河乡人大

主席陈勤生说。

在崆峒区柳湖镇新李村，原本“灰头土脸”

的旧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寄托着浓浓乡愁

的乡村记忆馆和农耕广场，四周醒目的文化氛

围墙不仅扮靓了乡村，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

地群众的思想观念。

村民李进学闲暇时在家里栽种各类花卉

植物，小院落在他的精心打造下俨然成了一片

花园。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有村史馆也有小游

园，我们也意识到好的生活环境要靠大家一起

维护创造，每天打扫房前屋后、种花种树，看着

漂亮住着也舒服。”

乡村建设中，村民们有了参与感和主人翁

意识，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发展特色产业的积

极性也不断提升。

走进新李村连片的蔬菜大棚，西红柿、黄

瓜等蔬菜长势旺盛，郁郁葱葱，正迎来上市期，

这让菜农范转过开心地合不拢嘴：“我们种的

蔬菜新鲜、品质好，再加上村子离城区近，交通

方便，蔬菜成熟后，就运到城区的市场卖，销量

不错，收入也很可观。”

柳 湖 镇结合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立足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设

施蔬菜产业，让更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不仅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实现了富民与

富村双赢。

乡 村 振 兴 ，既 要“ 面 子 ”美 ，更 要“ 里 子 ”

实。近年来，崆峒区全面借鉴、学习运用浙江

“千万工程”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推

动农村面貌改善提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让

群众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胥蕾）

——平凉市崆峒区乡村振兴一线见闻

村 美 民 富 产 业 兴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夏日，穿行在临夏县的山乡村落，村社道

路通畅平整、村民庭院干净整洁、房前屋后花

草芬芳……生活和环境的变迁，见证着临夏县

乡村的美丽蜕变。

科学规划，绘就和美乡村新蓝图

今年以来，临夏县莲花镇莲城村结合“红

色美丽村庄项目试点村”建设，修建了解放军

抢渡黄河纪念广场、爱国主义教育教学教室、

爱莲书院、红色文化长廊、军旅体验基地，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按照农文旅融合的思路，立足红色

资 源 禀 赋 ，着 力 打 造 弘 扬 红 色 文 化 的 旅

游 小 镇 和 具 有 乡 村 气 息 、田 园 诗 意 的 农

旅 融 合 示 范 村 。”莲 花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镇

长 周 德 瑞 说 。

临 夏 县 按 照 全 省 乡 村 建 设 示 范 行 动 要

求 ，编 制“ 多 规 合 一 ”村 庄 规 划 129 个 ，实 现

发 展 类 村 庄 规 划 全 覆 盖 。 群 众 通 过 出 工

出 力 、筹 资 等 方 式 参 与 村 庄 规 划 编 制 、拆 违

排 危 等 工 作 ，凝 聚 起 建 设 和 美 乡 村 的 强 大

合 力 。

壮大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

来，临夏县各乡镇着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小

到农家乐，大到农业产业园，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动能。

先锋乡先后集中流转土地 1.4 万亩，引进

高原夏菜加工销售一体化龙头企业 6 家，建成

高原夏菜种植基地 30 处，种植高原夏菜 8600

多亩，年产值 7000 万元；建成高效日光温室

1283 座，年产值 9000 万元。

北塬镇钱家村引导群众开办特色农家乐，

带 动 300 多 人 就 近 就 业 ，实 现 年 综 合 收 入

2600 多万元；

榆林乡东沟村突出主导产业，推动“小拉

面”成为“大产业”，在全国开牛肉拉面馆 150

多家、带动就业 500 多人、产值 2500 多万元；

新集镇苗家村创新推行“土地入股、资金

入股、劳动力入股”机制，走出了一条“土地、分

红、劳务”三收益的新路子；

……

临夏县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等 5 大平台优势，发展八大特色

产业，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联合发展机制，带动 6.3 万户农户通过土地流

转、资金入股、订单种植等方式进入产业体系，

育苗中心、花卉工厂等一批延链补链项目建成

投产，有效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

改善民生，人居环境持续向好

修 剪 、施 肥 、浇 水 …… 每 天 在 门 前 的 园

子里打理花草，已成为袁庆兰多年来的生活

习惯。

“这些花卉苗木都是村里免费提供的，看这

些漂亮的牡丹花，多么赏心悦目。”袁庆兰说。

干净整洁、归置有序、一步一景……这是

袁庆兰的家，也是临夏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效的缩影。

近年来，临夏县在庭院美化和建设美丽乡

村上下功夫，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推进环境净化、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全

面提升乡村颜值。

据统计，临夏乡镇和建制村通公交车率

达 40.36%，农村污水治理率为 23.1%，生活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覆 盖 率 为 100%，累 计 完 成

农户厕所改造 5.7 万座。全县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持

续改善。

乡风文明，奏响和美乡村幸福曲

行走在临夏县各村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公益广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临 夏 县 通 过 开 展“ 最 美 家 庭 ”“ 好 婆 婆 ”

“好儿媳”等评选活动，引导群众更好地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在 67 家巾帼家美积分超市，群众以

公益劳动换积分，更加积极地投身美丽乡村

建设。

今 年 ，临 夏 县 北 塬 镇 、新 集 镇 等 乡 镇 通

过“菜单式”服务，提高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阵 地 的 规 范 化 、标 准 化 水 平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开 展 文 明 实 践 活 动 1700 余 场 次 ，1.72 万

多人参与。 （乔栋明 崔皎）

临夏县临夏县：：乡村蝶变展新颜乡村蝶变展新颜

金塔县第三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开展户外体能游戏

等活动，乐享快乐童年。近年来，金塔县持续完善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加大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力度，推动全县

教育事业的均衡化、优质化发展。

金塔县融媒体中心 曹红祖

◀孩子们搭建积木。

金塔：优化学前教育资源 让孩子快乐成长

▼孩子们参加户外

体能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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