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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届选举

深秋的几场雨雪，让整个河曲草原渐渐
泛黄，远处的“雪多”山早已白雪皑皑。

这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兰龙村
牧民索南达杰一年中最忙碌、最幸福的日
子。一大早，喝过媳妇煮的滚烫奶茶，他就忙
着去看护他的160多头即将出栏的牦牛。

为了160多头牦牛，索南达杰带着媳妇已
经在牧场里住了大半年帐篷了，县城里的新
家、村子里的院子都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过了。

索南达杰是村里合作社的放牧员，因为自
己草场小、质量差，几年前，连带着自家草场和
22头牦牛入股了村里的合作社。

“原来想入了合作社，自己也轻松了，可以
去外地打工见见世面，可出去之后依然牵挂的
还是眼前这片草原。”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草
原的索南达杰怎么也舍不得手中的牧鞭。

眼下，操心了一年的160多头牦牛即将出
栏，市场价超过150万元，到年底前整个合作
社还有三批牛羊等待出栏，种植的新型牧草
正在收割，等牛羊都出栏了，也就快到合作社
分红的时候了。

去年，索南达杰因为出色地完成了合作

社的放牧任务，工资之外获得了合作社3万多
元的奖励，加上放牧员的工资、草场和牛羊的
分红，一年下来家庭收入超过10万元。

“到哪儿打工能赚这么多钱，现如今，我
在县上有楼房、村里有小院、草原上还有帐
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索南达杰说。

从普通牧民成长为现代牧场工人，许多
像索南达杰一样的牧民在科技部门引导下实
现了经营模式从散户养殖到联户合作经营的
转变，解开了牛羊养殖“夏壮—秋肥—冬瘦”
的“死结”。

从索南达杰的草场向南15公里，赛尔龙
乡兰龙村生态有机畜牧业专业合作社11栋畜
棚一字排开。不远处，投资1500万元的18栋
现代化畜棚正在加紧修建。

“看到这头健硕的公牛了没？这可是去
年全县牦牛公牛评比冠军，别人出价15万元
我们都没卖！”看着眼前成群的雪多牦牛，兰
龙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长爱高兴地
说：“全县最好的牦牛都在这里了。”

长爱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随
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入股合作社，现如今合作

社总面积 1.76 万公顷、可利用草场 1.25 万公
顷，全村 126 户 447 人，入股率达到 99.2%，通
过‘牧户+合作社+公司+订单+互联网’的经
营模式，2019 年度纯收入达到 822.3 万元，人
均年分红8834元。”

同时，村里还成立了肉食品加工厂，经过
精细加工分类后的牦牛肉每千克能卖到360
元至400元，且供不应求。

从长爱口中我们得知，2018年县委、县政
府将兰龙村定为“有机大牧场”试点村。也正
是从这一年起，兰龙村的养殖终于迈上了“国
际化”轨道。

“我们对合作社入股的牦牛进行了有机
追溯耳标佩戴、信息录入和上传，到现在5739
头牦牛全部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为突出有机、绿色、无污染的资源优势，
真正把“有机大牧场”建设成为特色优势有机
产业发展的领跑者，河南县全力打造“雪多牦
牛”“欧拉羊”地方优势品牌。扶持有机产业
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完善，现代畜牧业产业
体系基本建成，真正使赛尔龙乡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雪多牦牛”“欧拉羊”特色产业优势

区，牛羊半成品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基地。
去年开始，兰龙村还引进了新型移动物

联网技术，通过对草原载畜量的动态测量，植
入电子标签对放养牲畜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实
现跟踪与管理，以数据为支撑让牧户通过手
机App、网站或是扫描二维码随时查看牲畜运
动轨迹。

“以后我们放牧都成了高科技了！”这个
偏远民族县的“互联网+”畜牧业正在逐步掌
握国外先进牧场所匹配的现代化天然放养的
技术水平，为其实现“新型职业化放牧、订单
化养殖、品牌化运作等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强
有力的绿色生产技术支撑。

展望未来，长爱充满信心，“现如今我们
正从有机牧场迈向‘智慧牧场’发展，下次再
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牧民们用手机放牧了。”

（来源 / 青海日报）

梦在河曲草原

让贤助力“一肩挑”

本报讯 自全省村（社区）换届准备工
作启动以来，尖扎县坚持县、乡、村三级联
动，通过乡镇干部走访入户“拉家常”、讲
政策，县级联点领导开展慰问送温暖、作动
员等方式，积极探索推进“一肩挑”后原主
职干部分流工作，引导村 （社区） 老干部

“主动让、热情转、光荣退”，为2021年村
（社区）“两委”换届夯实了基础。

让贤“不让先”，主动请辞显胸怀
当顺乡香干村老支部书记才让本，在担

任村支书的6年间，为香干村发展作出了有
目共睹的贡献。在全乡换届准备工作有序开
展之初，才让本主动让贤，为村内青年人干
事创业腾出舞台。而就在一个月前，面对繁
重的马当公路拆迁任务，他毅然带领班子成
员全力配合乡党委、政府做好各项拆迁任
务。每天走村入户，开展政策宣传和群众思
想动员，期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5起，圆满
完成75户群众拆迁任务，为项目顺利施工，
促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
说：“即使不当村党支部书记了，但我还是
一名党员，只要村里有需要、群众有需要，
我一定会冲锋在前！”当顺乡组织委员甄启
玉感慨道：“有这样的好干部带头，对其他
村如期推进‘一肩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效应，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稳步推进‘一肩
挑’，圆满完成村级换届的信心。”

退位“不推诿”，“传帮带”上显担当
昂拉乡东加村58岁的原党支部书记卓玛

当知为了让村内的年轻党员干部接好“接力
棒”，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组织村内的年

轻党员干部，从维护村级基础设施入手，第
一时间领着他们走村入户、熟悉村情，检查
主干道、路灯、水渠及集中供水房的损毁情
况，指导他们如何组织群众维修和管护村内
设施，怎么调解矛盾纠纷，帮助他们转变角
色，为村“两委”换届做好准备。

村里的年轻干部感激地说：“卓玛当知
书记事无巨细，手把手教我们做群众工作的
方法，了解村里的情况，每次遇到不懂的事
问老书记，他都讲得一清二楚。有他带路，
我们有信心把村里的事情做好！”

离岗不离心，为民服务显身手
康杨镇巷道村马奴海，从2005年担任

巷道村委会主任至今已连任了五届，工作经
验丰富、能力强、口碑好，是大家对他一致
的评价。面对换届选举任职年龄和任职年限
的政策要求，今年51岁的马奴海主动辞去村
委会主任一职，转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在近
期开展的脱贫攻坚“补针点睛”、第七次人
口普查等重点难点工作中，仍然主动承担责
任、热心工作，积极发挥自身熟悉村务工
作、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协助支部书记率
先完成了村内各项工作任务。

尖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多杰加说：“对
于部分不适应或不胜任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和村（居）委会主任职务的村‘两委’主
要负责人，我们采取鼓励他们转任本村村务
监督委员会委员、村民矛盾纠纷调解员或其
他村级组织任职等途径，引导他们发挥余
热，为村级事务管理和乡村建设发展出谋划
策。”

当顺乡香干村党支部主题党日当顺乡香干村党支部主题党日

下好“先手棋”备足换届功
本报讯 自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

准备工作开展以来，黄南州坚持把村 （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作为强基固本的“大
考”和建强村级班子的重要契机，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更严的督查指导和更实的宣传教
育，精心谋划、充分准备，切实下好“先手
棋”，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村（社区）“两委”
换届准备工作。

提高政治站位
实现换届工作高起点谋划

州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全州村级换届前期
准备工作汇报，认真学习全省村（社区）换
届选举准备工作要求，第一时间召开全州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专题部署会暨指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围绕持续推进全面脱贫、
乡村振兴、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大局和打
造“山水黄南”、高质量推进“三区建设”的
重要任务，对村级换届准备工作精心安排部
署，确保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高起点
谋划。传导主体责任。州委书记向各市县委
书记发出《一封信》，号召身处换届工作“一
线总指挥”的市县委书记切实加强党的领
导，主动扛起政治责任，以严之又严、细之
又细、实之又实的举措，确保高质量、高标
准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凝聚工作合力。
成立全州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指
导小组，制定印发《全州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为村级换届平稳推进压实了顶层基础。

强化督查指导
实现换届准备高质量推进

充分运用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积累的经验
和做法，下发 《关于做好 2021 年村 （社
区）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准
备工作的通知》，围绕调查摸底、人选储
备、财务审计、“一肩挑”等重点任务作出
具体安排部署，结合全州作风突出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督查方案，印发《全州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包片督查指导工
作方案》，压实换届准备工作的督查指导责
任，进一步夯实村（社区）“两委”换届选
举工作基础。实施清单管理。编印四张“双
周”工作任务清单，分阶段定期为市县、乡
镇和换届选举督查组、指导组以及红旗宣讲
团下发工作任务，做到工作责任明确、方法
步骤明确、措施要求明确。开展调查摸底。
抽调纪委、组织、宣传、政法等部门分管负
责人和党校专业骨干组成调研督导组，深入
各市县部分乡镇、村社、社区共31个调研点
进行调研摸排，召开座谈会22次，听取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建议，完成1个“三类村

（社区）”的排查和整治工作，深入分析研
判督导调研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中发现的问题和难点，切实补齐短板。储
备后备人选。严格落实村 （社区）“两委”
主要负责人、后备人选年龄和文化程度的要
求，重点从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
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退休
返乡干部和社工人才中储备后备人选。截止
目前，各市县已全面完成2886名拟推荐人
选县乡资格联审工作。从严财务审计。各市
县对262个村“两委”成员3年任职期间村
集体财务收支、集体财产管理使用、经营收
益、村级债权债务等项目全覆盖审计，截止
目前，已全面完成村干部任期内的财务审计
工作。稳步实施“一肩挑”。深刻领会省委
对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
民委员会主任的比例要求，按照精干、高效
的原则，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指导各市
县按照大村和小村、强村和弱村的运行特
点，定好各村（社区）“两委”主要负责人

“一肩挑”工作“时间表”，做到成熟一个实
施一个，精心选育村级“领头雁”，稳妥有
序推进全州61%（160个）村、100%（30
个）社区实现“一肩挑”。

注重宣传教育
实现换届氛围高态势营造

对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宣传工作专
题安排部署，定期印发宣传任务清单，县乡村
三级全面开展村级换届选举宣传教育，形成
了换届选举宣传高压态势。传递一份责任。
以电子邮件、新媒体及纸质便签等多种形式
向全州33个乡镇262个行政村和30个社区
广大党员群众发送藏汉双语《致全州村（社
区）党员群众的一封信》，向党员群众传递责
任，切实调动全社会参与换届选举工作的积
极性，有力推动村级换届选举工作从“一家
做”向“大家做”、从“要我做”向“我要做”的转
变。做好政策解读。全面开展村（社区）“两
委”换届政策宣讲，利用“黄南先锋”智慧党建
云、黄南报等媒体平台开辟换届专栏，定期推
送相关政策法规资讯，使换届政策人人皆
知。充分发挥驻村工作力量和“一村一法律
顾问”优势作用，深入农牧区大力宣传党的政
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村级换届相关规
定，教育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注重正向
引导。密切关注舆情动态，组织观看换届警
示教育片，围绕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法
律法规、纪律、要求等内容，大力开展宣传活
动，发放宣传海报、宣传彩页，循环播放宣传
动漫，形成高压正向引导宣传态势，确保换届
氛围风清气正。

脱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