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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
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对他们表示
亲切问候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结合亲身经
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
论，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
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习近平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希望你们继续讲好
身边的生动故事，带动更多市民深入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城市建
设和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
幸福美好生活。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之

后多次对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老杨树宣讲汇”由长期工作
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主要面向
基层群众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人民城市
理念等宣讲活动。近日，该团队全体同
志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开展宣讲的情
况，表达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上海
人民城市建设作贡献的决心。

  本报讯（记者杨德）10月28日至
31日，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
海波率山东省代表团到陇南市，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
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考察对接协作援建工作，进一步深化

交流合作。
  代表团现场调研了武都区坪垭藏
族乡易地扶贫搬迁、康大肉兔养殖场、
青陇现代农业产业园、武都区第一人民
医院医疗协作项目、文县即墨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文县一中教育协作、陇南

电商产业服务中心消费协作项目，实地
考察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协作援建
项目，认真听取当地干部群众意见建
议，看望慰问了援派甘肃干部人才。
  张海波强调，要坚决扛牢鲁甘协
作重大政治责任，落实好两省第六次

联席会议精神，深化两省在新能源产
业、现代农业、产业转移、文旅发
展、生态治理等方面合作，推动鲁甘
协作向全领域、全方位拓展。
  张柯兵、刘永革及赵亚军分时段
参加。

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在陇南山地的怀抱中，武都区宛如一颗熠熠
生辉的绿色明珠，而美丽河湖建设则是这片土地
上最为绚丽的生态画卷之一。
  近年来，武都区秉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并
重的理念，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持续推进美丽河湖
创建工作，着力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人和的水生态新格局，全力守护一方碧水清波。
  武都区通过对河道进行综合治理，确保“河
畅”，保障了河道水流畅通和河流的生态功能正
常发挥。2022年以来，武都区先后实施了武都区
北峪河黑坝至王家庄河道治理工程、武都区拱坝
河流域恢复区河堤工程、武都区佛堂沟沟道治理
工程、白龙江干流陇南市武都区角弓镇构林坪
段、白鹤桥段、消坝子段防洪治理工程、白龙江
干流陇南市武都区灰崖子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等
河道治理项目。治理河道长度28.5km，有效提升
了防灾减灾能力，修复了河道生态环境。
  为了实现“水清”，武都区全面开展河道
“四乱”清理整治，先后动员干部群众1880余人
次，出动大型挖掘机530余台次，清理整治河道沟
道15.2公里，清理移栽高秆作物3600株，清运河
道垃圾680余吨，拆除临时建筑46处1.3万余平方
米。同时加强水污染防治，严格管控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排放，加大水质监测力度，确保河水清
澈见底，让人民群众能够放心地亲近水、享受
水。昔日的河道“四乱”问题多发地，如今已变
成全区河道生态修复的示范点。
  武都区持续推进“岸绿”，大力开展河道绿
化和植被修复等工作，对白龙江城区段河道岸线
和在河道清“四乱”行动中整治出的约710余亩河
道阶地进行了绿化造景，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
功能的植被生态系统，沿江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
障，为这片河岸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一片
片绿意盎然的河岸景观呈现在人们眼前，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不仅成
为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休闲，
还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
  “景美”是提升。武都区将河道治理同美丽河湖创建工作相结合，
着力打造了一批滨水公园、生态廊道等景观节点。在北峪河城关镇王家
庄段，统筹北峪河河道治理工程、樱桃河谷两个项目发展生态旅游产
业，着力打造水安于民、兴于业、美于村、富于民的乡村振兴样板，实
现人水和谐共生。在白龙江吉石坝街道渭子沟桥以东800米范围内进行植
绿美化维护。在白龙江南岸东江帆船桥沿东西方向，建设三江一水生态
文化长廊3公里。在白龙江南岸江南街道大堡子段，对长约3000米河道
空地建设生态公园1处，命名为“凤凰公园”，这些景观节点成为居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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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

  本报讯 日前，交通运输部办
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化和
旅游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公布“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名单，甘肃省西和县
“聚焦交通新质生产力，赋能智
慧管养大提升”、甘肃省敦煌市
“‘1+N’创新城乡客运一体化发
展敦煌模式”2个案例成功入选。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重点围绕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以及推动
融合发展五个篇章，旨在切实发
挥典型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加
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输体
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服务保障。
  （来源：陇南西和交通）

西和县经验入选全国“四好

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
务？”“我是来办理出入境手续
的。”“好的，我帮您在网上叫号，
请稍等。”
  近日，记者走进文县政务服务中
心，温馨的话语声声在耳。身着“蓝
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各个窗口忙碌穿
梭，倾心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悉心指导

业务办理。他们已成便民服务的“靓
丽名片”，生动展现着文县政务服务
中心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效能的良好
形象。

“暖心蓝”：温情服务暖人心

  作为政务服务中心的标志性服务
团队，“蓝马甲”们身着统一的蓝色
服饰，以热情专业的态度为群众提供

各类政务服务，让政务服务实现“零
距离”。他们既是业务能手，更是温
暖使者。无论是答疑解惑、指导流
程，还是帮办代办，都以热心、耐
心、细心赢得办事群众的信赖与
好评。
  从“远在天边”到“近在咫
尺”。通过优化办事流程、减少申
请材料、推行线上预约和自助办理
等有效务实举措，“蓝马甲”让政

务服务从“遥不可及”变为“触手
可及”。
  他们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业务指
导，提供网上登记、表格填写与资料
准备等相关服务。针对残疾人、老年
人、孕妇等“不会办、不能办、不便
办”特殊人群，开通“绿色通道”，
全程提供政策解答、协助填报、复印
打印等“保姆式”便利服务，极大提
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
满意度。     （下转第二版）

有一种蓝 ，叫“暖心服务蓝”

  本报记者 张 埥

  一方火炉、一个陶罐、一根筷
子、几把椅子……这就是西和县石峡
镇双庙村“罐罐茶说事室”的景象。
平日里，群众来村委会提诉求、说难
题，村干部就会把他们迎进这间小小
的说事室，煮上一罐热茶，耐心倾
听、细心答疑，各种“急难愁盼”在
这里一一化解。“罐罐茶说事”是石
峡镇创新开展陇南民事直说“1234”
工作法的一个缩影。
  罐罐茶是西和独特的饮茶方式，
也是西和人久经流传的风俗习惯。亲
朋好友、街坊邻里聚在一起，情感纽
带也在一杯一盏中系牢。
  石峡镇双庙村党支部书记王爱军
是土生土长的双庙人，参加工作后每
天入户走访、了解村情，渐渐的他发
现，不管去谁家开展工作，主人家都
会先煮上一壶罐罐茶边喝边聊。热茶
一下肚，既消除疲累，又缓和情绪，
事情也更容易说开了。
  “要是把这种形式搬到村里，那
平时群众上门说事是不是也更有效率

了？”王爱军心想。
  说干就干，2022年，借着村委会
新建办公场所的机会，王爱军专门腾
出一间办公室，打造了“罐罐茶说事
室”，火炉、桌椅、茶具一应俱全，
墙面装饰了各种文明标语。
  不仅如此，王爱军还经常自费购买
说事时需要的茶叶、馍馍、水果等，一个
暖意融融、温情满满的说事室成为了双
庙村听民意、解民忧的坚强阵地。
  “只要群众心里的急事难事能解
决，我做些小事没啥。”王爱军笑
着说。
  从说事室到热炕头、从群众说事到
上门化解，“罐罐茶”已经成为双庙村
乡村和美、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村民王迟林、王江江父子因家庭
不和积怨已久，村干部主动上门化
解，将父子俩聚到一起，边煮茶边说
事，村干部从旁耐心调解，几杯热茶
下肚，因常年沟通不畅而积攒的矛盾
烟消云散，父子俩和好如初。
  村民王海鹏与邻居赵东贵因修路
占地一事发生矛盾，两人各执一词谁
都不服谁，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将二

人召集到说事室，面对面调解，在村
干部的耐心劝说下，二人放下心中不
满，矛盾圆满化解。
  村上的产业路被暴雨引发的泥石
流冲垮，农用车无法通过，影响村民
的正常农事，镇村干部和村民围坐说
事室，一杯热茶安抚了村民慌急的情
绪，村民提诉求、说难题，干部了解
情况、思考办法。最终在多方努力
下，村里的产业路又恢复畅通。
  一件又一件为民纾困、为民解忧
的实事在一罐罐热茶里落到实处，正
如“罐罐茶说事室”墙上张贴的标语：
“一口茶一口馍，边喝茶边说事，矛盾消
了，事说了了，和谐稳定了。”
  好的模式值得借鉴，好的方法更
需推广。立足双庙村的成功经验，石
峡镇全面推广“罐罐茶说事”模式，
让罐罐茶变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媒
介，让镇村干部与群众面对面、零距
离沟通交流，引导群众边喝边说，越
说越和。今年以来，石峡镇罐罐茶说
事已收集群众“急难愁盼”事121件，
办理117件，办结率达到了97%。
  与此同时，石峡镇动员镇村干部、

各村网格员等工作力量，成立民事直说
委员会，制定议事规则，细化明确工作
内容，设立“民事直说室”，开设“罐
罐茶”党群和美议事厅，规定每月15
号为“阳光议事日”，建立微信群和
小程序，全面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有
效解决群众难题。
  如今的石峡镇村庄美、产业兴、治
理好、乡风和，一派“自治守法美、乡村
发展美、环境保护美、公益奉献美、睦邻
和家美”的和美乡村好光景。
  “以最接地气的罐罐茶聊出邻里
和谐，聊出乡风文明，群众心贴近
了、事说了了，矛盾纠纷化解了，真
正让‘党群和美事’成为破解基层治
理难题的‘金钥匙’。”石峡镇镇长张文
梅说，下一步，石峡镇将继续围绕全镇
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和群众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提高村级治理水
平，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石峡镇：民事直说“诉”民意 罐罐茶里“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近
日，记者从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获悉，截至目前，徽县秋冬种
工作已全面完成。其中，全县秋
播面积25.9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
积14.6万亩，油菜种植面积5.3万
亩，蔬菜和其他作物6万亩，为明年
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年秋播工作开展以来，徽
县高度重视秋冬种工作，科学谋
划，提前部署。秋播前，围绕徽
县2024年油料作物扩面积提产能
项目、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
建设项目、秋粮作物“一喷多
促”等科技项目的实施，邀请省
市专家开展现场授课、观摩学
习；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
入全县各乡镇田间地头，集中开
展多层次、全方位技术培训。
  同时，大力推广生态农业、
循环农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采
取以短养长的土地集约利用方
式，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粮
食功能区保护制度，进一步盘活
利用好耕地资源，扎实推进撂荒

地复垦复耕工作，有效稳定了粮
食 播 种 面 积 ， 提 高 了 土 地 利
用率。
  为了高质量完成秋播任务，
各乡镇积极行动、想方设法创新
方式，把冬小麦、冬油菜种植任务
落实到村、户、地块。积极推广良种
良法，抢农时、抓进度，依托专合组
织、种植大户、合作社，采取“党建
+”模式，大力推广机械播种，大
大减少了人力、物资投入，提高
了播种效率；做到了能播尽播、
应种尽种。
  为确保秋冬种工作的顺利进
行，徽县积极争取各项惠农项目
扶持。依托小麦规模种植主体单
产提升行动项目，中央财政产油
大县奖励资金支持冬油菜扩面
积、提产能项目及实际种粮农民
一次性补贴等项目，对种植户、
合作社等给予物化补贴和技术支
持，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同
时，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检查，
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为
秋播生产保驾护航。

徽县全面完成2024年秋冬种工作

  深秋时节，雨后初霁
的康县大地层林尽染，色
彩 斑 斓 ， 秋 意 正 浓。远
山、村庄、公路与金黄色
的树叶相映，构成了一幅
幅金色的秋日生态画卷。
图为11月3日航拍的长坝镇
山乡深秋风光。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