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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建福）近日，州委副书
记、州长乔学智深入尖扎县能科乡拉沙村调
研，聚焦“三个围绕”和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同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交
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拉沙村地处浅脑山，属于半农半牧区，自
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3亩，人均草场113亩，
贫困发生率高达 29%，是省定深度贫困村。
2016年底，州委重新调整州级领导联系包抓乡
镇，由乔学智联系能科乡，乔学智多次深入拉
沙村进行“解剖麻雀式”脱贫攻坚调研，为拉沙
村确立了立足村情特点和村民所长产业发展
的思路，并及时帮助村里筹措资金10万元，建
起了江尼藏服制作加工厂。恰逢拉沙村江尼

专业合作社分红，看到乔学智来了，村民们十
分喜悦，夹道欢迎，邀请乔学智参加他们的分
红仪式。乔学智亲自为65户村民发放分红资
金44.2万元，与村民们共享丰收的喜悦。

在村党员活动室召开的座谈会上，乔学智
向乡村干部群众和驻村干部征求了对州政府
党组的意见，大家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提
出“提高村支书待遇，驻村第一书记直接担任
村支书，大力发展养殖业，解决剩余劳动力”等
意见建议。乔学智表示，州委州政府将把大家
的意见建议作为这次主题教育整改落实的重
点内容，认真研究，切实整改。

乔学智指出，近年来拉沙村的发展变化很
大，得益于党的惠民政策的光辉照耀，得益于

州县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关心，更得益于村
“两委”班子和驻村干部的不懈努力，大家要坚
定不移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感恩伟大祖
国。一要开展好主题教育，县乡党委政府要结
合开展主题教育，聚焦“三个围绕”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深入基层，倾听民
声，把症结找准分析透，找到解决的办法措施，
真正把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堵点作为工作
着力点，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扎扎
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着力在推动发展、改善民
生中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二是培育壮大村级合作社，进一步立足村情民
情谋划产业发展，坚持企业+党支部+合作社+
村民的发展模式，持续做大做强村级产业和集

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真正走出一条适
合自身发展、群众稳定增收的小康之路。三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紧紧围绕年内实现贫困
人口脱贫清零目标，严格按照州县委和扶贫部
门要求统一部署，继续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突
出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尽快把该补的短板补
齐，确保顺利通过年度考核和明年国家第三方
评估验收。

期间，乔学智调研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情
况，察看了村苗木基地，要求村“两委”班子因
地制宜发展好村级产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通过发展把群众的思想引领好、力量凝聚
好，努力让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乔学智深入村社面对面听取党员干部群众意见

中央文明办在陕西省铜川市举办了全
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发布
入选9月“中国好人榜”的106名身边好人。
来自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谢青梅入选

“敬业奉献好人”，这也是9月我省唯一上榜
的“中国好人”。

尖扎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谢青梅，十几
年如一日在本职工作上坚守和付出，让她的
名字和尖扎扶贫工作紧密地连在一起。一
提到她，认识她的人脑海中都会立刻浮现出
一个穿梭在办公室、产业园区、农牧户家中
忙碌的身影，一个始终热忱扶贫事业、干事
风风火火的“女汉子”。

“那是一个心里有工作，有责任感、有事
业心的好干部。”这是当地群众和同事经常
评价和夸赞她的一句话。自2008年6月调
任至尖扎县扶贫开发局以来，她协助局长分
管年度扶贫资金绩效考核、“雨露计划”、行
业扶贫、金融扶贫、局财务以及扶贫档案资
料管理工作。她以对待扶贫事业孜孜不倦
的付出和坚持，时刻心系群众冷暖的热情和
责任感，深刻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一名基层扶贫干部的敬业精神。

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尖扎县扶贫开发
局一直处于人少事多的超负荷运转状态，作
为县扶贫局副局长，51岁的谢青梅每天都在
与各扶贫行业部门联系协调，落实各项扶贫
工作计划，接待贫困户来访等工作，每天都
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全面高质量完成全县
精准扶贫工作，她委屈了孩子, 辛苦了丈
夫, 也忙坏了身子。近年来，她几乎走遍了

全县的每一个村庄。每到一处，走家串户进
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认真听取乡村干部和农
牧民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共同分析研究脱贫
对策，指导基层扶贫干部工作的方式方法，
认真细致地提出各类扶贫项目的实施和扶
贫资金的使用办法，积极协调全县扶贫行业
部门和乡镇，组织力量，整合现有的人、财、
物，开展扶贫攻坚大会战，使全县贫困面貌
得到了有效改善。

558 户 9642 人，全县贫困发生率为
22.44%。尖扎县贫困群众普遍存在缺资金、
缺技能现象，脱贫攻坚任重而道远。作为分
管“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工作的负责人，
她深知全县贫困群众脱贫必须先从“扶志”
和“扶智”开始，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的目标，不断加强贫困人口就业
技能培训和就业援助，多举措推动贫困劳动
力就业创业，依托“雨露计划”、协调“阳光工
程”，以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为主要方式，
在摸清群众培训意向的基础上，2016年以来
先后协调县就业、扶贫行业部门投入资金
389万元，协调省州县培训学校来尖扎县开
展贫困人口技能培训36次，培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027人，其中“雨露计划”、“阳光工
程”各培训18个班次，培训内容涉及挖掘机、
推土铲运机驾驶以及电焊工、管道工、堆秀、
唐卡、烹饪、泥瓦工等多种行业。同时，在充
分尊重群众意愿、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确定劳务输出方式和方法，将县内实施的项
目尽可能优先安排贫困村贫困户就近务工，
2016 年以来，县内贫困劳动力就近务工

5200余人次，实现劳务收入1500余万元。
并依托天津、北京、青岛等6个省内外劳务输
出工作站，从事拉面经济实现就业。积极联
系和协调海西、新疆等地，每年按计划组织
贫困群众到外地采摘枸杞和棉花。近年来，
在谢青梅的努力下，享受就业扶贫政策贫困
人口近4000人，为全县脱贫摘帽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另外，谢青梅借助各方资源力量促进贫
困群众从“输血”向“造血”转变。2018年，在
全县脱贫攻坚冲刺阶段，针对贫困群众缺资
金的实际情况，多次奔走金融行业，联系协
调群众创业资金，多次深入村社实地查访，
调研群众创业资金需求，在她多次努力协调
下，全县信用联社、尖扎邮储银行累计发放
贫困户“530”小额贷款968笔3722万元，扶
持贫困户创业。还为大学生青春创业贷款
13笔437万元贴息2年期贷款利息18.75万
元，有效带动了全县贫困人口创业脱贫积极
性。与此同时，她还通过政府主导、引进社
会力量等方式，领办青海多杰创意文化工艺
品开发有限公司、尖扎县河湟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青海宗咔大藏经金书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青海引福五谷画开发有限公司4个就业
扶贫车间，引导扶贫车间建立合理的扶贫产
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完成各自企业针对用
工需求的贫困户技能培训，并与贫困户签订
了贫困人口用工合同，招收员工优先吸纳贫
困户。目前，扶贫车间招收贫困户100余人
成为产业工人，人均月收入达3000元，助推
了扶贫车间周边初步实现技术和经济脱

贫。为了克服尖扎县群众汉语水平低，外出
务工存在局限性的瓶颈问题，谢青梅始终坚
定群众利益无小事原则，利用全县“打生态
牌、走绿色路、算生态帐”的契机，协调生态
环保部门落实扶贫就业岗位，抓住全省实施
国土绿化机遇，继续将造林的整地、栽植、管
护等工作交给贫困村、贫困户，尽可能让每
户贫困户都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使生态建
设的每个环节都能让贫困户受益增收与创
收。目前，全县1692户（每户1人）贫困群众
为林管员、草管员，月增收800—1800元，为
贫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渠道。

谢青梅时常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忠诚于党的扶贫开发事业，积极投身于尖
扎县扶贫开发工作，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
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团结关
心同事，时时事事为他人着想，把贫困群众的
愿望和呼声作为改进工作的第一信号，不怕
吃亏，不计恩怨，奉献在前，享受在后，忠实地
实践了党的宗旨和自己的入党誓言。按照

“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原则，她以饱满的工
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全体同事一道全
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赢得了领导和同事
以及广大群众的赞誉。她常说：“是党员，就
要一切服从组织，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工
作中她顾全大局，服从分配，无论组织安排干
啥，从来没有打过折扣，经常加班加点，牺牲
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把每项工作都做得非
常出色，以高度的党性觉悟，严明的组织纪律
观念，充分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尖扎宣传部供）

扶贫一线的“女汉子”

索南是河南县赛尔龙乡尕庆村一位平凡
的老人。但在青南牧区，人们提到索南都会
竖起大拇指，因为他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时代
楷模，帮扶济困、助人为乐的优秀党员。近
年来，索南连续获得80多项荣誉：2004年
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2010年省委授予他“玉树抗震
救灾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1年省委组
织部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4
年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2016年索南一家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

河曲草原上的良好家风
索南的家，是政府出资修建的三间普通

瓦房。走进客厅，一面墙柜里都是他所获得
的荣誉证书，其中最为醒目的是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的证书。他说，家庭和睦才能织就
幸福生活。

索南所在的村庄，每年11月至次年4月
均为高寒时节。早年，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指引下，他逐

步转变观念，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科学养畜，
合理经营，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索南说，他们家的家风家教就是尊敬
长辈、孝敬父母、勤俭持家、和睦团结、正
直做人、踏实做事，做任何重要的决定全家
人都要商量着来。

“岳父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我们全家
人一直支持他的任何决定。我经常教育女
儿，长大以后也要向他学习，成为一个善
良、乐于助人的“不平凡”之人。”索南老
人的女婿才华说。才华是家中唯一的劳动
力，却也患有疾病，妻子也病了四年，女儿
还在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索南老人还总
是告诉一家人，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河曲草原上的党员典范
长期以来，草原上的牧民们过着逐草而

牧、逐水而居的生活，村里水、电、路、定
居点、畜棚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为了使牧
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索南和村“两委”班
子日夜走村串帐，分析总结脱贫之道。2001

年至2004年，他发动群众自筹资金修建了
通村公路，还把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牧民组
织起来成立牧业合作社，改良畜种，优化畜
群结构，壮大集体经济，促进牧业增效、牧
民增收。

索南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尽一
名党员的职责，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索南如今已离任村党支部书记5年多
了，但一有时间，他还戴着党徽到镇里、村
里，教育引导老百姓要感党恩，谋生产，用
自己的双手努力脱贫致富。

河曲草原上的活雷锋
在河曲草原上，人们看到索南，就仿佛

看到活雷锋，2001年至2004年年底担任村
支部书记期间，他为村里的贫困户旦培捐款
1万元渡过生活难关；组织村民为本村育肥
基地捐100只羊作为村社扶持资金；给甘肃
碌曲县玛俄乡红科村的一个因病致贫的牧民
家捐献100只羊和9头牛；给同仁县麻巴乡
银扎木的娘毛卡支付4000元的医疗费用；
向乡政府完小捐款1万元，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当得知三社科布一家穷得揭不开锅时，
他捐出了10头母牛；当赛尔龙乡尖克村残
疾人果布一家为过年发愁时，他将6000元
钱送过去……近几年来，他累计为本乡和外
地困难群众捐畜375头（只），捐款6.87万
元。

他说，十几年前，他家穷得揭不开锅，
妻子又生病多年，就在那时，政府帮扶他家
重新站了起来。虽然最终没能留住妻子的生
命，但从那时起他产生了一个信念：只要自
己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别人。

2008年，他以特殊党费的形式向汶川
灾区捐款5000元；2010年，他向玉树藏族
自治州玉树县灾区捐献了100只羊并多缴党
费600元，帮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恢复生
产。当政府奖励他2万元现金时，他却赠给
了扶贫办。他说，“是因为党和政府的关心
让我的日子好起来了，同时，我也是一名共
产党员，所以我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为受灾群
众和困难群众尽一点微薄之力，让他们多一
份战胜困难的信心。”（文／通讯员 旦正措）

让雷锋精神在河曲草原上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