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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丽娜 摄影报道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街道张家

寨村的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村民正热火
朝天地开展春耕工作。就在此时，平安
街道办事处“一宣三促”干部下乡宣讲
队的到来，吸引了众多村民的目光，一
场别开生面的政策宣讲与交流活动就
此展开。

“今年国家对我们农民又有啥好政
策？”“现在购买农机还有补贴吗？”村民
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问出心中关切的问
题。

宣讲队成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贾
永录面带微笑，耐心地解答着每一个疑
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政府将严
格落实一次性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产粮大县奖励等强农惠农政策，
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种地，保护咱们种
粮农民的积极性。”

听到这里，村民沈存梅笑了笑，感
慨地说：“国家政策好，种地还有补贴，
去年年底村里还新建了蔬菜保鲜库，秋
天种了二茬蔬菜也能统一保鲜，不愁卖

不出去了！”
据了解，张家寨村利用申请到的

36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成功实施村
经济股份合作社应急蔬菜保鲜库项目，
以租赁形式提供鸡蛋、二茬蔬菜等保鲜
储备服务，解决了村民蔬菜储存和销售
的难题。

“以前种了二茬蔬菜没办法长时间
存放，种也不敢多种，现在村里有了保
鲜库，我可得想想地里该种些什么啦！”
说到这里沈存梅笑容更深，她打算今年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把家里0.47公顷的
地好好种下去。

看着村民听得起劲，贾永录也热情
高涨，他继续说：“政府大力支持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大家也要行动起来，推动
绿色、特色农产品种植，我们一起打造
村级特色产业，让村子越来越好。”

一旁，张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军
听得格外认真。近年来，王新军带领村
民积极争取项目，渠道维修、自来水主
管道入村等一个个项目在村里落了地，
让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

设施提升改造，让村民的生产生活更加
便利，村级产业的发展，也为村庄带来
新的活力。“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通过村合作社，我们盘活砂场，开办土
鸡养殖场，现在又成功打造了应急蔬菜
保鲜库，村子的变化大家看得见，村民
的劲头是越来越足啦！”

贾永录接过话茬，关切地说：“项目
的实施让种地更加方便，大家一定不能
忘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啊，村子
里不能出现耕地撂荒。大家生产生活
有啥困难都可以说一说，我们一起解决
啊！”

“都好都好，没有啥困难，我们就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好好种地！”村民纷纷
附和，充满了干劲。正午的阳光洒在土
地上，田间地头充满了村民对新一年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除了保鲜库，张家寨村合作社还有
冷藏库、油坊、磨面坊，流转农户土地约
10 公顷，雇用本村村民进行蔬菜种植
销售，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同时，鼓励村民大面积种植小麦、菜籽

等粮食作物，村级合作社按市场价收
购、加工，实现了自产自销，增强了村民
的种植意愿。

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好。王新军
笑着说：“现在国家对耕地保护工作特
别重视，村里这几年把村级产业发展的
重心也挪到了如何带动农业发展上来，
大家继续加油干，日子只会一年比一年
好呀。”

自宣讲工作开展以来，宣讲队成员
深入村社开展政策宣传普及，用通俗易
懂的大白话讲述着党的惠农强农富农
政策，实时了解村民的生活生产现状和
村级产业发展遇到的阻力和问题，为村
民排忧解难。

平安街道办事处主任孙万新表示，
“一宣三促”活动开展后，我们大力动员
村干部积极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路径，
不断拓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道路，为群
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让村
民与村集体共享产业发展的硕果，以产
业振兴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政策宣讲点燃乡村振兴新希望
□本报记者 张璐

在明媚春日的照耀下，海东市乐都
区高庙镇段堡村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
的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活动。这天，村委
会前的小广场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村
民的热情与期待，一场关乎乡村发展、
民生福祉的政策解读在这里徐徐展开。

上午9时，活动正式开始。宣讲组
组长张金泽走上台前，清了清嗓子，以
洪亮且坚定的声音开启了讲解。

当讲到“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时，他的语气尤为激昂：“乡亲们呐，这
可是我们村子发展的重大契机！文件
里明确鼓励各地依据自身资源优势，打
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这对段堡村来
说，就是致富的‘金钥匙’！我们得抓住
机会，把特色产业搞起来！”台下的村民
纷纷点头，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现
场不时响起热烈的讨论声。

乐都区农业农村局干部李更善紧
接着带来了贴合段堡村实际的果树栽
培技术培训。他手持修剪工具，一边讲
解大樱桃树的栽培要点，一边进行现场
示范。“大家看，这病枝要及时剪掉，避
免影响整棵树的生长。而且施肥也有
讲究，不同时期要用不同的肥料。”李更
善耐心细致地讲解着，村民里三层外三
层地围在他身边，有的伸长脖子仔细
看，有的还不时提出问题，李更善都一
一给予解答。

村民俞兰荣听得格外认真，他兴
奋地说道：“以前我就想种大樱桃，可
心里没底，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今天

听了专家的讲解，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今年我一定要大干一场，把果园好好
规划规划，争取能有个好收成，过上好
日子！”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向村民发
放了精心准备的宣传资料，内容涵盖中
央一号文件的各项政策解读，以及与村
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技术、民生
保障等知识。同时，针对村民提出的疑
问，工作人员都耐心地进行解答，确保
每一位村民都能准确理解文件精神。

除了产业发展相关的内容，宣讲过
程中还涉及农村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
方面。讲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张金
泽强调：“我们不仅要发展产业，还要把
村子的环境搞好，打造美丽宜居的家
园，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更有品质。”村民
纷纷表示赞同，意识到乡村发展不仅是
经济的提升，更是整体生活环境和质量
的改善。

段堡村书记段广有在活动中感慨
地说：“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活动，是
我们村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要把文
件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根据村民的需
求，后续还会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培训
和帮扶活动，带领大家一起走上致富
路，让段堡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随着活动的结束，村民带着满满的
收获和对未来的憧憬陆续离开。此次
宣讲活动，不仅让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深
入人心，还为段堡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一号文件进乡村
政策宣讲暖民心

□本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卓玛
近日，尽管寒风凛冽，气温低至零

下五度，但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雄
先藏族乡东朋村却洋溢着一股暖流。

在东朋教学点的广场上，东朋村村
民和驻村工作队齐聚一堂，翘首以盼地
注视着远方。只见一辆辆载满农资的大
卡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缓缓驶来，宛
如冬日里的一抹亮色，照亮了村民的心。

这些农资是省委办公厅乡村振兴
办积极联系青海省供销联社，经过协调
和努力争取，在春耕前夕顺利运抵东朋
村的。

整整十吨化肥，承载着党和政府对
农民的深切关怀，也寄托着东朋村走向
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这批助力春耕
的农资，将中央一号文件保春耕促生产
的号召，化作穿透凛冽北风的融融暖
意，洒向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十吨化肥的到来，实属不易。当满
载尿素、二胺和掺混肥料的卡车缓缓驶
入广场时，村民纷纷围拢过来，脸上洋
溢着喜悦和感激之情。广场上，随风飘
来扛着化肥袋的村民的议论声。

“今年这天冷得反常，化肥价钱眼
看着涨，多亏工作队惦记着我们，年年

拉来这么多化肥免费领。”村民东智大
爷哈着白气，棉帽耳罩上结着细碎的冰
晶，但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对生活的希
望和信心。这些化肥的到来，无疑为村
民节省了一大笔春耕开支，也为他们今
年的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这批农资惠及了东朋村所
有种粮户，预计为东朋村村民节省春耕
开支 4 万余元。驻村第一书记徐尚斌
站在国旗下，望着领完化肥后主动聚集
的村民，心中充满了感慨。他翻开笔记
本，用朴实的方言向村民们宣讲中央一
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回答他们关心的问
题。

徐尚斌的声音在寒风中回荡，如同
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田。笔记
本的边角沾着融化的雪水，晕开的墨迹
像是早春解冻的溪流，与雪地上歪歪扭
扭的运输车辙辉映如诗，淌向这片即将
萌发希望的沃野。

春耕农资的及时送达，不仅解决了
村民的燃眉之急，也激发了他们投身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他们将用这些化肥为土地施
肥、为作物浇灌，期待着丰收的季节能
够如期而至。

农资下乡进村助春耕

□本报记者 邓成财
“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儿

子在外打工收入还稳定不？今天我们
来就是要把中央和省委关于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这些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送到大伙身边，让党的
好政策走进家家户户。”近日，在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乡巴扎村，下乡干
部相斐坐在村民家中，与乡亲们唠着家
常，认真宣传着政策。

自千名干部下乡活动启动以来，林
川乡紧紧围绕“宣”字发力，以“促”为目
标，扎实推进“一宣三促”活动。这些
天，宣讲员们穿梭于农家院落、田间地
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用通俗易懂的
乡音传递党的声音，把政策红利送到每
一位村民手中。

工作人员化身为政策“传声筒”，以
拉家常的方式与群众亲切交谈，耐心解
答群众对惠民惠农及帮扶政策的疑
问。在村民家中，他们详细讲解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防电信诈
骗、小额信贷助力乡村振兴等与群众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确保村民充分
了解自身权益。同时，深入了解群众的
所思所想、所需所盼，为解决群众困难
提前做好准备。活动开展以来，全乡累
计悬挂横幅 20 余条、张贴标语 140 多
张、走访农户1200多户。

宣讲过程中，工作组结合春耕备
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深入
了解群众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指导农
民群众提前谋划、抓好生产。他们协
助村“两委”摸清全村耕地情况，因地
制宜指导群众开展备耕工作，提供技
术 服 务 18 次 。 为 12 个 村 实 施 了
333.33 公顷深翻深松项目，用实实在
在的举措激发土地活力，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村里有了产业，村民就业机会多
了，日子就更有盼头。”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卢红军说道。他扎根家乡，带领村民
将特色蔬菜种植产业不断做大做强，走
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近年来，林川乡紧紧抓住传统产业
发展这个关键，依托政策和项目支持，

采用机械化种植，打造油菜、蚕豆、马铃
薯集中连片覆膜种植基地，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实现农田增产、农业增效、
农户增收。同时，大力发展高原冷凉蔬
菜特色种植，带领乡亲们种植甘蓝、罗
马生菜、豆秧、苦菊等，今年特色蔬菜种
植面积预计达100公顷。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一宣三
促”活动的重要内容。林川乡充分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通过支部联动、党员带头，利用公
众号、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用工信
息，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借千名干部
下乡活动的契机，深入群众开展务工
信息摸排、岗位推送及“点对点”输出
对接活动，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指导
和推荐。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设烹
饪、挖掘机、叉车、家政服务等培训
班。截至目前，工作组通过乡村两级
微信群和村务宣传栏等平台发布务工
信息 80多条，推送就业信息 100余条，
3 个村开办培训班 5 个，210 名农民工
参加学习。

“现在国家政策好，给我们提供了
学习技能的平台。我一定认真学，用学
到的技能改善生活，感谢村里的好环境
和好机会。”参加创业培训的包马村村
民王志花开心地说。

工作组在宣讲中央及省委 1 号文
件的同时，积极开展普法宣传、矛盾纠
纷排查工作。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发挥
村级调解委员会作用，协同村“两委”班
子进行调处，做到矛盾纠纷早排查、早
发现、早处置，维护社会稳定。活动开
展以来，累计摸排并成功调解处理各类
矛盾纠纷2起。

“多亏了宣讲员和村干部调解，问
题解决了，我也更明白邻里和睦的重要
性。”巴扎村村民祝某笑着说。

林川乡党委书记朵换角表示，“一
宣三促”是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林川
乡将持续深化活动成果，聚焦民生领
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热点
难点”问题，细化政策宣传，突破产业发
展瓶颈，维护社会稳定，夯实就业服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宣三促”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本报记者 贾丽娜
春日融融，大地回暖，正是万象更

新的好时节。连日来，海东市平安区石
灰窑回族乡紧紧抓住“一宣三促”活动
契机，集结 30 余名宣讲成员奔赴基层
一线，全面深入开展惠民政策与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的宣讲活动，让政策春风吹
遍每寸土地，将政策红利传递到每位村
民身边，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来到石灰窑乡下河滩村，只见
村委会门口横幅高悬，标语醒目。“今天
把大家召集过来，要给大伙讲讲国家对
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之后，我们还会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大
家目前最急最难最盼的问题，一起想办
法解决。”在党员活动室内，村党支部书
记马学青正在向村民热情地说道。

宣讲现场热闹非凡，马学青穿梭在

人群之中，双手不停地将医疗保险缴
纳、城乡居民慢性病防治知识等政策宣
传小册子递到村民手中，一边递，一边
耐心叮嘱地说：“这里面的内容可重要
了，医保咋缴费、慢性病咋防治都写得
清清楚楚，大家一定要好好看看！”

与此同时，村干部们也没闲着，纷纷
拿出手机，在村民群里转发青海省医疗
保障局医保缴费的提示视频，并附上一
段贴心的文字说明：“各位乡亲，医保关
乎大家的切身利益，缴费时间快截止了，
还没交的抓紧时间看看视频了解详情。”

“今年的医保费用怎么比去年还高
了啊？”“医保费用提高是政策有什么新
变化吗？”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现场讨论
声愈发热烈，医保政策毫无悬念地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年医保的报销比例从30%提高

到了 70%，报销药品也更多了，重病报
销比例更高，成本相应增加，所以缴纳
费用也增加了一点，大家回去也给家里
人都说明一下情况，还有不懂的地方随
时来找我们。”针对村民对医保费用提
高的疑问，马学青一边拿着宣传单，一
边向村民们解释着其中的惠民政策，话
语中满是关切。

除医保政策外，产业奖补、雨露计
划、省外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等惠民政
策也是集中宣讲的重点内容。

为了让村民听得懂、能领会，宣讲
员们特意用通俗易懂的方言细细讲
解。说到产业奖补，宣讲员们掰着指头
为村民算种地、养殖能拿多少补贴，从
每亩地的粮食种植补贴，到不同种类牲
畜养殖的补助金额，一笔笔账目清晰明
了；讲到雨露计划，就反复强调对孩子

上学的帮助，从学费减免到生活补助，
详细阐述政策如何为孩子们的求学之
路保驾护航；提及省外务工交通补助，
便结合村里人外出打工并申请到补助
的实例，从申请流程到到账金额，生动
的讲述，让村民切实感受到政策带来的
实惠。村民听得专注，时不时提问，现
场互动热烈。

连日来，从宣讲会场到农家炕头，
从政策解读到难题破解，石灰窑乡充分
发挥党员“传声筒”作用，对各村无职党
员设岗定责进行包户宣传，基本覆盖全
乡农户。一号文件精神的宣讲活动如
一粒粒充满希望的种子在乡土中扎根
生长，不仅温暖了民心，更吹响了乡村
振兴的奋进号角，让石灰窑乡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向着更加美好的
未来前行。

让政策春风吹遍每寸土地

□本报记者 朵玉雪 通讯员 马云福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为

深入宣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全面
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理论+文艺”宣讲活动在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展开。

在化隆县二塘乡红牙合村村委广
场，只见村民早早聚集在一起，中央音
乐学院派驻化隆县新时代文艺宣讲师
李沛泽采用创新的“理论+文艺”的宣
讲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解读
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要点，让大家对中
央一号文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也让百姓心头有盼、心底有谱、干劲更
足。

宣讲过程中，李沛泽穿插进行二胡
演奏，为村民演奏了《赛马》《红歌联奏》
等经典曲目，活跃了现场氛围，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随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负责人走村入户，对未参加集中宣讲
的村民开展一对一宣讲，确保政策覆盖
到每一户，真正做到宣讲政策与服务群
众相结合，让每一名群众都成为惠农政
策的“明白人”。

“作为红牙合村驻村第一书记，今
年我们驻村工作队将根据中央一号文
件内容，精准对接村民的生产劳动和实
际需求，开展活禽养殖和菌菇种植等生
态产业，引导广大村民增收致富。”二塘
乡红牙合村驻村第一书记赵煜说。

同一时间里，在化隆县群科镇安达
其哈村，化隆县农技专家们结合春耕生

产需求，实地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与农
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他们在春耕备
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并根据不
同农作物的种植特点，围绕科学种植、
田间管理、施肥技术等内容进行现场指
导，将政策宣讲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民生问题相结合，宣讲春耕生产知
识、粮油安全、耕地保护、乡村产业发展
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确保各项惠民政
策深入人心、惠及民众，为春耕生产顺
利开展保驾护航。

“我们合作社流转了土地 91.33公
顷，其中脑山地区是66.67公顷，在川水
地区流转了 24.67公顷，种植的主要种
植杭椒4号、青杂5号和玉米，播种期是
3月上旬至5月。”化隆韵杏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马连胜介绍道。

据了解，为了确保今年的春耕备播
工作顺利进行，化隆县农科局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全力推进春耕备播的准备工
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农户、田间地头，
讲解各类农机具的使用和检修、田间的
技术指导。

化隆县农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表示，下一步，将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继
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讲解各
类新技术新政策，保证各项惠农政策落
实到位，及时供应项目的物资到位，确
保三农各项政策不走样、不缩水，减轻
农民的负担，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良
好的技术状态投入春耕备播生产工作，
为以后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理论+文艺”让宣讲更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