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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泽库县文明办经过修订完善村规
民约，引领乡风文明，全县64个行政村都有了契合法
治、百姓认可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为基层有效治
理提供了良方。

长期以来，各村村规民约存在内容空泛、千规一
面的问题，执行起来也流于形式，已不适应新时代要
求，社会管理漏洞逐渐显现，完善“两约”助力村民
自治势在必行。

近日，该县文明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优秀村规民
约征集活动，积极推进乡风文明，探索建立人人讲文
明、人人立新风的良好社会风尚，有效推进乡村有效
治理。

经整理，泽库县“村规民约”合集共七章，即：
爱国守法、村级事务、集体资源、村风民俗、婚姻家
庭、邻里关系、违约处理等内容。“娶儿媳，嫁女儿，
破旧俗，立新意”“丧事简，不挑剔，不攀比”……不
少村子在修订村规民约时，增添了针对婚丧陋习、天
价彩礼、老无所养等问题的规定。泽曲镇泽雄村群众
反映，曾经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的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不比厚葬比厚养，不比彩礼比家风”的风
气逐渐形成。多禾茂乡曲玛日村以村规民约的修订执
行为中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改善了人居环境，以前的脏、乱、差，垃
圾乱扔、家里东西乱丢、牲畜粪便随处可见......如今，
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小村约”撬动“大治理”。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治理、培树新风、建设家乡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为打造环境优美、村强民富的新农村开好
了局、起好了步。

“一直幻想英雄的样子，长大后才知道
原来英雄就在身边。”这是马木沙的儿子马
祥龙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配图是他父亲
荣获的几十项奖章。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成为了儿
子心中的英雄。

马木沙是一名退役军人，是一名普通
农民，也是崖湾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
头人。

“我从小听爸爸讲战争故事，就想长大
后当兵、当解放军。”看着父亲的“革命军人
证明书”，马木沙陷入对父亲的回忆中。

1949年马彦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
委员是习仲勋，在部队的统一领导下参加
了陕西战役、兰州战役，为国家独立、民族
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马木沙于
1976年参军入伍，加入武警黄南中队。数
九寒冬，在操场上训练；烈日当空，站起挺
拔的军姿；三更半夜，夜间紧急集合。三年
的军旅生涯，马木沙牢记父亲不怕吃苦、不
怕牺牲的谆谆教诲，以流血流汗不流泪、掉
皮掉肉不掉队的坚强毅力，完成各项高强
度训练，获得了官兵的一致认可。“刚到军
营时有一些不适应，在班长和战友的帮助
下，我适应环境，迅速成长，成为了一名合
格的军人。”

马木沙一家两代军人用鲜血和汗水，
彰显了革命军人的本色。

1979年退役的马木沙，回到家乡康杨
镇，担任康杨镇民兵营连长、崖湾村一社社
长，以军人的昂扬斗志投身家乡的建设发
展，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

在马木沙收藏的一份2004年《优秀党
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推荐表》上写到：
该同志是一名典型的实干家和带领群众创
收，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经济能人。近几
年，他锐意创新，打牢经济基础的同时，先
富带动后富，先后使本镇、本村的一大批群
众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马木沙说，关于他带领群众致富的路
子，可以概括成四件事。

1997年，经熟人介绍，马木沙组织带领
530名村民在李家峡电厂开展绿化工程，种
植草坪、栽种树木，男工每天工资12元，女
工每天工资10元。在8年的时间里，务工
人员工资总收入达137万元，让上千名康杨
镇的村民实现就近、长期务工，收入大幅增
加。尤其明显的是，家家户户换了铁大门，

盖上了新房，村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走
进李家峡电厂，道路右手边的树木都是我
当年栽种的，”马木沙高兴的说道。“崖湾村
党支部在九八年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工作中
成绩显著，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的奖状被
马木沙保存在书夹里，这是康杨镇党委对
马木沙工作的最大肯定和他继续做下去的
动力。

马木沙在自己勤劳致富的同时，团结
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在1998年的玉米带状
田种植推广工作中，面对群众不愿接受、怕
风险、工作难度大的困境，他率先在自己的
承包地上试种，向群众说明种植带状田产
值高、效益好等特点，群众见他带头了，就
纷纷种植玉米带状田，当年的收成大幅提
高；在全镇果园改造、节能温室修建工作
中，他充分发挥表率和带头作用，鼓励和动
员群众建立杂果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崖湾村建立了全镇最大的杂果园，面积达

250 亩，为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奠定了
基础。

距离崖湾村500米处的尖扎县万顺砖
厂，是2005年马木沙在镇党委、政府鼓励村
干部带头创办的乡镇企业。在砖厂开办的
17年间，除了外出务工人员外，吸纳35名无
法外出务工的村民进厂务工，每月工资
2500元。在2007年，万顺砖厂被康杨镇政
府评为2007年度乡镇企业创办工作先进

集体。
2012年，马木沙与五户村民联合成立

万顺绿色养殖合作社，运营至今的合作社，
正处于快速发展状态。走进养殖合作社，
两座养殖大棚放养了12680只蛋鸡，每层的
鸡蛋收纳槽里散落着还有热气的新鲜鸡
蛋。每天生产的鸡蛋经过整理打包后，统
一销往尖扎县城蔬菜市场。据合作社社员
马尔力介绍：“每天鸡蛋产量可达300公斤，
年底可以分红到户资金28万至30万元。”

而今，马木沙依然坚持学习，在他的笔
记本上，详细记录着《习近平在参加青海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
之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出席
党史教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到开发区就业创业
的意见》等学习笔记，随着学习积累，他成
了村里惠农政策和退役军人好友圈的宣讲
人，村民想要咨询某些政策和问题，也会第

一个跑来向他询问。
马木沙说：“近年来，党和政府对退役

士兵高度重视，优待政策越来越多，干事的
信心倍增，我会秉承为民初心，为村民多办
一些实事，为高原美丽乡村建设尽一份力
量。”

在马木沙的积极带领下，周边农户家
家得到了发展，崖湾村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越走越宽阔。

本报讯 4月10日，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在黄南州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天津援青30余
名青年干部人才向特校孩子捐赠，让孩子们在建党100
周年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黄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听障、培智教育于一
体的义务教育机构，为满足孩子们的实际需求，天津援
青前方指挥部提前一个月与学校对接，组织捐款捐物，
专门订购了急需衣物、体育用品、生活用品。活动当天，
黄南特校的操场分外热闹，孩子们个个兴高采烈接受慰
问品，还把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回赠给天津的叔叔阿
姨，在场的干部人才纷纷称赞孩子们动手能力强。

天津援青前方指指挥部将持续关注学校发展，将黄
南特校作为青年干部人才志愿服务点，持续为学校提供
帮助，发挥援青力量，合力办好有思想的教育，为残障孩
子们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将这份爱心持久传递下去！

捐赠活动结束后，两位援青教师分别为孩子们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公益历史课、公益体育课，引导他们了
解祖国、热爱祖国，通过一个个小活动，陪孩子们度过美
好时光。

黄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代表学校师生表
达了谢意，表示此次慰问不仅为学生带来了物质上的馈
赠，更给予了精神上的
鼓舞，相信孩子们会积
极树立乐观向上的心
态，以更好的状态面对
未来的生活。

千里援青情
浓浓关爱心

黄河水从尖扎县穿城而过，河畔金黄
的沙滩连接着两个崭新的村庄。初春时
节，走进正在打造“黄河民宿第一村”的来
玉村，在32岁的村民才旦家里，民宿木屋
已经建好，木工们正忙着打制藏式家具。

“如今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半夜三更下
山取水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才旦说。

2019年1月7日，尖扎县尖扎滩乡来
玉村整村搬迁至黄河北岸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99户380名藏族农牧民群众搬
出严重缺水、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
山村，从此过上倚靠青山绿水的新生活。

尖扎县副县长海洋介绍，当地大部分
群众过去生活在气候环境恶劣、生产生活
条件艰苦的脑山地区，脱贫任务一度十分
艰巨。

2016年起，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
一方人”的县情实际，尖扎县按照“山上问
题山下解决”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思路，
将全县30%的贫困人口、929户3593人从
不适宜发展的地区搬迁至生存条件和发
展空间相对较好的区域。

漫步在河畔的阳光沙滩，几只野鸭在
河中游弋，游客接待中心拔地而起……从

服装加工扶贫车间到兴建乡村旅游民宿，
从光伏产业到采摘产业，搬迁后的来玉村
依托黄河风景、气候、海拔等区位优势，积
极发展生态旅游。

从来玉村出发步行约 15 分钟，就可
以到达尖扎县另一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德吉村。这里地处黄河岸边，海
拔较低、气候宜人。2017 年 11 月，尖扎
县在这里建成251套住房，让来自全县7
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946人搬入新居。

“搬到了黄河边，来的游客一年比一
年多，村里人旅游旺季忙着开民宿，淡季
外出务工，不再担心搬下来没有事情做
了。”德吉村村民达巴经营民宿 3 年多，
他家的民宿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明星
店”，游客们都说到德吉村一定要尝尝达
巴家的家常饺子和自制卤肉。记者见到
达巴时，他正忙着招呼工匠扩建木屋和
露台。“游客最多时一天能挣 3000 多元。
以后游客来我家住宿，既能喝到酥油茶，
也能喝到咖啡。”达巴说。

在尖扎县尖扎滩乡萨尕尼哈安置
点，群众通过发展生态有机畜牧业增加

收入；在县城，当地政府放弃1500万元的
土地收入，在黄金地段修建搬迁安置点，
并出租一楼铺面给搬迁群众分红……全
县 7 个易地扶贫安置点形成了“一点一
业”的发展态势，既确保了搬迁群众脱贫
致富，还推动了全县传统农牧业向设施
农牧业、生态旅游业、经济服务业转变。

尖扎县当顺乡东果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居住着45户从海拔3000米的山顶
搬下来的村民。搬迁后的东果村与德吉
村隔河相望，一片片果树苗正抽出嫩绿的
新芽。村民当智项杰正跟着农业技术员
学习修剪树枝，他说：“搬迁后，家家户户
分到了耕地和果林，村里人可以选择的产
业很多，山上有牛羊养殖合作社，山下有
蔬果采摘、农家乐。”

码头、游客接待中心、景观台和停车
场……一条黄河上游的生态旅游小环线
逐渐形成，并有望惠及更多沿岸村民。“以
后游客来了，就可以吃在德吉村、游在东
果村、住在来玉村，村民们对未来的幸福
生活充满期望。”当智项杰说。

（来源/ 新华社）

黄河岸边致富忙
青海尖扎县易地扶贫搬迁点见闻

泽库县

村规民约
“约”出新风貌

多举措专项整治
常态化保驾护航
本报讯 随着天气回暖，城区内摩托车、电动车逐

渐增多。近日，同仁市交警大队开展非法出行及交通工
具噪音整治工作，不断强化主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有效遏制摩托车事故高发势头，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
安全感、满意度，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行动中，同仁市交警大队针对城区摩托车无证驾
驶、非法改装、违法载人、飙车、噪音超标、闯红灯等
违法行为严重扰乱城区交通秩序的实际，尤其加强
夜晚执法力度，在保障驾驶人安全的前提下，对非法
赛车以及改装车、飙车行为进行堵截清查。期间，共
查获各种大噪音摩托车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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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地 情

初心未改 马木沙为民心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