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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壮丽7070年年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同仁：“四驾齐驱”激活城市党建“神经末梢”
本报讯 近年来，同仁市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为抓手，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统筹协调、
堡垒聚合作用，着力在做强乡镇、做优社区、
做活治理、做好服务上抓示范、强引领，积极
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有效路径和载体，党建引
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治理能力持
续提升、治理效能日益凸显。

坚持党建引领，在优化组织体系建设上实
现新突破。同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调度、科学部署，组织召开全市城市基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会议，把城市基层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纳入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重要内容，层层压实责任，有效传导压
力。持续拓展“五治联动”基层治理体系建设，
制定印发《同仁市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重点任务清单》，明确7项重点任务30条具体
措施，全市16家有关单位充分发挥各自职能
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有效推动城市基层治理
工作更加集约高效。创新构建党委牵头抓总、

社区统筹部署、网格具体实施“1＋7＋109”城
市社区管理机制，建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
盖全面的治理体系，党在社区建设中的辐射
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得到全面强化。

突出群众主体，在推进共建共治共享上
实现新格局。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
事民管”原则，从严执行“四议两公开”和党
务、财务、政务、事务、服务“五公开”制度，修
订完善居民公约，确保社区治理的规范化和
透明度。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全
面建成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居民监督委员
会、居民小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联防+
社区志愿者的“6+X”城乡居民自治体系，实
现从“反应式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效能再
提升。扎实推进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品牌建
设，定期开展“五创”“五评”等群众性创建选
树活动，多形式、广渠道推进移风易俗和乡风
文明建设。高标准打造8个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全力推进“一窗包办、一网通办、网格代

办”体系建设，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改革工
作，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强化多元协同，在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上
实现新作为。大力推广党建引领多元治理共
同体、党建联盟等互联共建方式，依托“微心
愿”“爱心橱窗”“红色驿站”等服务平台，推动
机关党建“双重管理，双向服务”常态化，全市
49家机关党支部和16家“两新”党组织，共
1500余名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推动“组织
共联”“活动联办”“服务联手”提质促优。创
建“红色物业”，开设“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
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红色物业服
务体系，打造“三色”议事厅、“四色”服务队，
以贴心服务代替管理模式，切实解决居民身
边的关键小事。坚持“多主体参与、多资源整
合、多力量集合”，高效推进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社区志愿者、社会资源“五社联动”
体系，积极培育扶持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治理。

夯实队伍管理，在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上
实现新提升。始终坚持把“选育带用管”作为
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工作者、后备力量建设
的关键环节来抓。高质量圆满完成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实现学历、年龄、结构“一升一
降一优”，8个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实现“一肩挑”。大力实施党支部书记能力提
升工程和“223”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动态储
备社区党支部书记后备人选16名，社区干部
后备人选127名，不断提高社区专业化工作
水平和能力。坚持日常考核与报酬兑现相挂
钩，量身制定《同仁市村（社区）“两委”成员考
核细则（试行）》，以奖优罚劣促比学赶超、争
先晋位。全面落实社区工作者“3岗17级”工
资报酬体系和社区每年7.5万元运转经费刚
性指标，引导辖区各类资源向社区倾斜，充分
调动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让“好的社区工作者”无后顾之忧地奋
斗在城市基层治理第一线。

（上转4版）2017年，赛加村争取各级发
展资金将 400 亩荒地打造成了黄果经济
林。除村集体经济分红外，还为村民们提供
林间管理、应季采摘等就业岗位，依托果林
衍生推出梨花节、采摘节、农家乐等，将林果
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

也正是这一年，同仁市以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为契机，集中大规模种植黄果树，向“充
分利用特色资源禀赋、发展黄果梨种植产
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那些曾
经撂荒的耕地、山坡、秃岭已是郁郁葱葱，颗
颗饱满、金黄的果实丰收在望。

让隆务河谷各族群众获得实实在在收
益的还有“压缩饼干”，这是对同仁市黄乃亥
乡日秀玛村特色产业饲草料的戏称，因其系

夏秋两季的燕麦草通过现代技术加工后打
包压缩成的饲草料块而得名，主要用于解决
高原冬季草料不足的问题。这种“压缩饼
干”产量高、纤维品质好、蛋白质含量高，是
公认的优质饲草。

2021年同仁市提出实施饲草产业振兴行
动，随即在黄乃亥乡、曲库乎乡等半农半牧乡
镇开展耕地劳动力入股的饲草产业股份制试
点，着力打造饲草种植基地，探索“种好草、养
好畜、产好肉、出好奶”的生态绿色循环发展模
式。同时，在饲草良种覆盖率、单位面积产量、
精细化耕作、机械化耕种收等方面下足功夫，
各试点乡镇累计种植饲草 2.5 万亩，饲草年产
量达 2.1 万吨。

同仁市还邀请省内农牧专家和院校科

研团队为当地饲草产业发展“望闻问切”，合
作培育饲草新品种，建成了全州首个饲草种
植试验基地。此外，该市加大饲草产业全程
机械化推广力度，建设防灾减灾饲草料储备
中心，全力打造青南地区标准最高、功能最
全、服务最好的饲草料储备基地。

依托特色饲草产业，同仁市同步实施
“3545”万头犏牛基地建设工程（3个1000
头、5个500 头、45个200 头养殖基地），逐
步完善全市“农牧互补、草畜联动、循环发
展”的绿色生态发展新型产业链条。随着
2023 年第一代娟姗牛的成功孕育，同仁犏
牛人工繁育能力实现新突破，“中国犏牛之
乡”品牌雏形初现。

隆务河谷孕育无限生机。同仁市还拥

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
达 7000 余亩，占全州种植面积的 70% 以
上，主要包括柴胡、党参、秦艽、当归、大黄、
黄芪等。其中，秦艽、黄芪顺利通过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正因此，黄南州计
划利用三到五年时间，把隆务河谷打造成真
正的“药王谷”，在隆务河谷地区建设藏医药
康养旅游示范区，加快发展集藏医、康复、养
生、药材种植、产品研发及旅游于一体的藏
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将黄南建设成全国知名
的藏医药文化之乡。

绿色禀赋，动力无穷。依山依水依自
然，生机盎然的青青河谷已经华丽变身，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和美金色谷地必将焕发耀
眼的光彩！

麦秀“夕阳”无限好
—— 专访泽库县麦秀镇敬老院

文图 / 特邀记者 黄中

听说黄南州泽库县有家县域内规范程度
和综合条件非常好的敬老院，带着好奇，记者
前往距离县政府38.7公里的麦秀镇敬老院一
探究竟。

居民养老一直是泽库县政府重点关注的
民生问题，为给老年人以及失能、残疾尤其特
困供养残疾老人提供安度晚年的地方，泽库县
投资630万元建设了使用面积1500平方米的
三层敬老院，共设床位32张，院内各类设施配
备齐全。目前入住率100%，均为农村特困供
养老人，其中11名为残疾人。

走进敬老院，整洁温馨是主基调，内设心
理咨询、书刊、临终关怀等室所。走进主厅，后
窗外的绿意格外惹眼，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敬老院的后花园，有凉亭、绿地，大型阳光房可
以让老人活动休闲。

餐厅设在一楼，三张餐桌每张可坐9人，
每月根据老人习惯、习俗，制定荤素搭配、营养
均衡的菜谱。二、三楼为卧室和护理站，每间
卧室可住两人，除必备设施外还贴心配有糌粑
箱；卫生间内防滑毯、马桶扶手、洗澡椅等适老
化辅助设施齐备。护理站配有两名护理人员，
为老人提供相应服务。

据院长周先加介绍，敬老院大力推进“党
建+养老服务”新模式，邀请医生定期来院坐
诊、义诊，进行健康指导、医疗讲座等，为老人
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同步建立健康
档案，以便更好地掌握老人各项健康指标。

81岁的残疾老人多吾加于2020年入住，
因为残疾，工作人员专门为他定制了一双特殊
的鞋子，让他走路更舒服方便。“住在这里比家
里还要舒心！”老人幸福地说。

为进一步提高敬老院服务和业务水平，院
方还成立了由全体老人选举出的三名老人组
成的互助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各项规章制度
执行和护理工作开展情况，对老人之间可能发
生的矛盾进行调解，配合开展敬老院星级员工
评选工作。

泽库县多方筹集资金，将有限的经费尽可
能多地投入民生领域，为全县群众安居乐业提
供了最大支持。

泽库县麦秀镇敬老院

弈趣 特别定制的鞋子特别定制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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