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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丽 张海麟）“科技文化推

生活，卫生法律护安康。”1月17日，由州委、州

政府主办，州委宣传部、州文体广电局和州直

有关单位、四县党委政府联合承办的“唱响新

时代·欢乐过大年”——黄南州 2019年冬春季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群众性文化活动在

同仁县热贡敬老院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州

政府副州长更太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敬

老院的老人和现场观众送去了州委、州政府的

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他要求州直各部门各

单位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

“三下乡”活动做好做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

到群众心坎上。

欢快活泼的舞蹈《阿噶人》拉开了“三下乡”

演出的帷幕。优美曼妙的《剪窗花》，用极富传

统韵味的表演，将新春的祝福传递给现场所有

的观众。歌伴舞《黄南我可爱的家乡》，以丰富

细腻的歌舞元素，表达了黄南各族儿女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克难奋进，共建美好家

园的真挚情感，把活动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月23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文化

馆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欢天

喜地过大年”文艺演出队专程来同仁县演出，他

们精心创作了12个节目，精彩的演出受到了干

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开启了同仁县

2019 年度文化科技卫生法律政策扶贫“六下

乡”活动的大幕。

小品《升学宴》紧跟移风易俗的时代步伐，

魔术表演紧紧聚焦了大家的目光，杂技表演柔

术滚灯寓动于静，滑稽表演中俏皮的小丑与大

家热情互动并送上小礼物，现场气氛热烈而又

喜庆，很多观众都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些精彩的

时刻……

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农牧民群众农闲时节的

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思想文化道德素质，营

造安定、祥和、欢乐、向上的社会氛围。活动现

场，县委宣传、文化、科技、卫生、司法、扶贫等部

门设宣传点，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疾病预防，

法律、特色农牧业咨询等宣传活动，开展义诊、

科技帮扶、两癌免费检查等活动，发放藏汉文

《扫黑除恶》《乡村振兴新风行动》《宪法修正案》

《禁毒宣传手册》《法律援助手册》《人民调解法》

《农牧区法制宣传手册》各类宣传资料10000余

本（册），发放围裙10000条、手提袋10000个，

现场解答法律咨询百余人（次），有力推动文化、

科技、卫生、教育等公共资源向更多群众流动。

下乡路上 送出新春“暖心礼”

“40年风雨兼程、披荆斩棘，40载光辉岁月、春华秋实。”1月29
日，国网黄化供电公司如期举办“沧桑巨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暨国网黄化供电公司成立40周年主题晚会。整场晚会以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和国网黄化供电公司成立40周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
和该公司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为章节，从“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
时代创造新业绩、新梦想谱写新篇章”三个部分徐徐铺开。图为

《那年春天》、《年轻黄化人》节目演出剧照。
记者 才仁措 摄

“枫桥经验”源于群众，来自基层，是

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创建藏

区社会治理示范是推动“枫桥经验”黄南

化的积极探索。56年来，“枫桥经验”以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的工作方式闻名全国，吹开了新时代基

层社会治理的团团迷雾，也激活了我州

创建藏区社会治理示范区的一池春水。

新时代如何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使“枫

桥经验”本地化成为我州各级干部思考

的重点问题。

1月28日至29日，记者跟随黄南州

“枫桥经验”本地化暨创建藏区社会治理

示范区现场观摩团一行，深入我州四县

了解各地区在创建藏区社会治理方面取

得的成功经验。

坚持党建引领是推动创建藏区社会
治理示范区的根本

“坎布拉镇牛滩社区充分发挥党建

带群建的机制优势，深入实施‘党建+’

行动，通过实施党建+保稳定、党建+三

治理、党建+促团结等工程，进一步提升

了辖区平安建设……”在尖扎县坎布拉

镇牛滩社区院子里，工作人员高声讲述

着近些年牛滩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取

得的工作成效。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

观摩团走进了社区综治中心、便民服务

大厅与工作人员一道感受牛滩社区基层

社会治理方面的变化。

走出牛滩社区，观摩团的成员不禁

为牛滩社区的工作成果拍手叫好，纷纷

谈论各自的看法 。“统一思想，统一战

线，意识形态工作做到位了，那么其他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应该想法

设法挖掘‘党建＋’新的工作方式，推动

三区建设健康有序发展。”“近些年牛滩

社区先后获得‘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2013年至 2017年全省综治维稳先进

集体’等荣誉称号。可见工作方向明确、

思路清晰、措施有力，在构建大党建格

局，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中为大家树立了

典型。”

信息化、网格化建设是创建藏区社
会治理示范区的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依靠“党

建＋”引领，更需要依靠信息化。在河南

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向大家现场演示

了综治信息9+x 平台信息录入丶查询丶

综合研判丶重点管控等实战功能。这是

黄南州雪亮工程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也是创建藏区社会治理示范区建好一个

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该系统充分运用

视联网、人脸识别丶热点分析丶三维地

图等高科技手段，集信息录入丶综合研

判丶实战应用为一体，可以及时掌握辖

区内人事地物, 及时预警研判，实现社会

治理的智能化丶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泽库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详细

介绍了泽库县探索出的“适合牧区、城

乡一体、全域覆盖”、“五级网格、八级责

任”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全县建有二

级网格 12个，三级网格 122个，四级网

格585个，五级网格近3300个。建立了

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担任一级网

格长（总网格长）的 8 级网格化责任架

构，将县、乡、村各级干部和全县各部门

全部吸纳到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中，形

成了党委主导、责任明晰、全员参与的格

局。通过网格化管理，网格员已成为了

基层政策法律的宣传员、收集上报治安

稳定动态的情报信息员、矛盾纠纷隐患

的排查员、重点特殊人群的协管员、网格

治安状况的巡查员、信访事项的代办员、

生态和公共资源的管护员。

探索创新是推动创建藏区社会治理
示范区的关键

社会治理，重点难点在基层，创新也

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方长治久安

的基石，关系到党和国家政策目标的实

现，关系到我州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

在创建藏区社会治理示范区工作中，我

州各县各部门、各乡镇紧紧结合实际，从

解决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入手，

创新治理方式方法，凝聚合力，精准施

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泽库县多禾茂乡作为我州维稳重

点乡镇，地理位置特殊，为了社会长治

久安，该乡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会治理新

方式，先后与邻省、邻县、邻乡建立边界

维稳协作机制，定期召开睦邻友好座谈

会，并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在此基础上，

大力推行“界长制”和“街长制”。将边

界地区划分为高、中、低三级风险指数，

由乡党委书记、乡长、主管维稳工作的

副乡长担任边界界长。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的作用，把边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无独有偶，河南县宁木特镇与

6个边界乡镇签订《边界乡镇睦邻友好

“四联”活动协议书》，与果洛州玛沁县、

甘肃省玛曲县协商组建了联合党工委，

与甘肃省玛曲县欧拉秀玛乡党委首次

突破边界限制实现联合办案，及时为人

民群众追回了财产损失。

州检察院检察长韩幸生在参观完宁

木特镇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果时说：

“宁木特镇深入践行‘一优两高’战略，落

实‘三区’建设，抓住创建藏区社会治理

示范区这一机遇，紧紧围绕‘精准脱贫再

提升、民族团结再促进、社会稳定再巩固

’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强镇村两级综治中

心建设，以联合党工委夯实区域组织基

础，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社会安宁，

以建设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以乡村振兴

带领牧民致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

好。下一步，要着力破解影响经济发展

的瓶劲，以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社会和谐

稳定。”

新时代“枫桥经验”
黄南化的成功密码

—— 黄南州“枫桥经验”本地化暨创建藏区社会

治理示范区观摩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马芝芬

本报讯 2018 年，州水保站联点帮

扶村—泽库县和日镇叶贡村，因降水量

剧增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在2018年新建

成的异地搬迁安置区附近形成沼泽地，

且地下水呈不断上涌趋势，入冬后沼泽

地扩大形成约60亩的冰湖。近期，因气

温回升冰湖消融，雪水顺势向叶贡村易

地搬迁区蔓延，严重威胁全村41户141
名群众及村内设施安全。

1月24日傍晚，接到叶贡村党支部

的求救电话后，州水保站立即召开党支

部紧急会议，连夜研究应急预案，筹备救

灾物资，组织救援力量，支部一班人及单

位业务骨干第一时间赶赴灾情现场，踏

勘地形地貌，制定现场救灾措施、排水方

案。期间，州水保站在经费十分拮据的

情况下，投入近一万元，雇用一台挖掘机

挖沟排水，在零下 20多度的天气中，经

过村民和水保站职工一天一夜的连续奋

战，开通了一条疏通水道，确保雪水流向

低洼地势，排除了险情，解除了隐患，得

到叶贡村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群众竖

着大拇指说“瓜真切，瓜真切”。

联点帮扶帮实处
本报讯（记者 马文莉）1月27日，黄南州中心

血站的采血车驶进了武警青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

营区。每年春节前后，献血人数骤减，而医院临床

用血量增大，目前州中心血站血液库存已低于最

低警戒线。在这紧要关头，武警青海总队机动第

二支队迅速组织武警官兵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武警官兵是我们血库的主力军，他们捐献的

血液占我们血库的三分之一，官兵们捐献的血液

可以缓解我州各大医院这段时间的血液需求。捐

献的血液主要用于产妇分娩和外伤出血的患者。

州上社会献血人数极少，一天最多能收集一袋血

液，根本无法满足全州的用血量。”正在给前来献

血的战士测验血型的中心血站站长马洪说到。

寒冷高原上，前来献血的官兵怀着热忱的心排

成了一条长龙，填表、验血、抽血。他们中有18岁新

入伍的战士，也有参加过多次无偿献血的老战士。

小小的针管一头连接的是武警官兵的血液，

一头连接的是群众鲜活的生命，官兵们献出的

200-400毫升鲜血，对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意味着

生命的延续，一上午的时间，103名武警官兵共献

血3.6万毫升。当看着自己的鲜血流入贮血袋，他

们知道，自己献出的血液，是一道有需求群众生命

的曙光。

献血的活动在该

支队并不是第一次，

每年支队官兵都要参

加多次无偿献血活

动。军民之间血浓于

水的情谊中凝聚着武

警官兵服务人民的信

念。官兵们踊跃献

血、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黄南留下了刻骨铭

心的温暖。

103名武警官兵为驻地献血3.6万毫升

新春走基层▲ 下乡送温暖

经济民生

扫一扫更精彩

扫一扫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