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03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李富生 版式/沐晗 校对/张语嫣

□本报记者 鲁亚娟 朱得君
“这两天要抓紧时间给西红柿施

肥。”海东市平安区白沈沟富硒果蔬种
植示范园的温室大棚里，闫佳会蹲在
绿意盎然的菜垄前，指尖捏着一片翠
绿的西红柿植株叶子对农户说。

寻常的画面，构成了科技特派员
群体的“工作切片”：没有高谈阔论，只
有卷起的裤腿和躬下的身子；没有学
术壁垒，只有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方
言版技术口诀。

4 月 18 日，在白沈沟富硒果蔬种
植示范园，来自平安区001号科技特派
员工作站的闫佳会正在查看作物的生
长情况，并时不时与农户交流着。言
语来往间，看不出第一次下乡时，她就
被当地方言难住了。

闫佳会是位湖北姑娘，2011 年跟
着爱人来到他的家乡，于是，青海成为
了闫佳会的第二故乡。“起初根本听不
懂当地方言，但是要把技术带给农户
就少不了交流沟通。”闫佳会说。那段
时间，她靠着比划和其他老师的翻译
开展工作。

“我的工作很普通，就是帮助农户
调查研究不认识的病害，并找到处理
方法。”闫佳会说。由于科学研究与农
民种地思维不同，真正深入一线后，闫

佳会才发现自己陷入满腹理论知识无
处发挥的境地。

渐渐地，闫佳会认识到要想帮助农
户，首先要把农户当“老师”。在与农户
沟通中，闫佳会了解到了这片土地上最
棘手的问题，交流中也发现了生产上的
问题，最终将自己的技术送到农民手
中、写到土地上，在秋天收获果实。

在深入开展基层科技服务过程
中，闫佳会敏锐捕捉到农业生产中亟
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针对危害严
重的根结线虫，迅速组建专业团队开
展系统性调研。

通过扎实的田间数据采集、科学
的样本分析及多维度技术论证，成功
申报青海省科技厅“青海高原茄果类
蔬菜病毒病监测及早期预警技术研
究”1项并获得科研立项支持。该项目
填补了青海省设施蔬菜病毒病基础研
究的空白，系统明确了茄果类蔬菜病
毒病种类、分布范围与流行规律，帮助
农户精准识别病毒病症状，避免因误
诊延误防治时机，降低因病害导致的
减产损失，保障茄果类蔬菜稳定生产
与供应。通过明确病毒病种类，能够
针对性筛选和培育抗病品种，优化种
植结构，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助力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青海

高原蔬菜的品牌竞争力与市场附加
值。

和闫佳会一样的科技特派员还有
很多，他们将汗水洒在夏天高达30℃的
温室大棚，他们长期奔波在田间地头，
成为农户心中的“贴心人”和“守护者”。

“平安区科技特派员 001 号工作
站，现有 9名特技特派员，负责为白沈
沟富硒果蔬种植示范园、青海宏博农
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机构提供技术
指导、农民培训、果蔬新品种新技术引
进。”海东市平安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主任张宪介绍道。

前几年，平安区白沈沟富硒蔬菜
示范园区，番茄病毒病频繁暴发，农户
们束手无策，产量连年下滑，损失惨
重。

平安区 001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入驻该地区后，深入田间地头，采集不
同症状的番茄病株样本，凭借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先进的检测技术，成功明
确该地区番茄病毒病主要由番茄黄化
曲叶病毒（TYLCV）、黄瓜花叶病毒
（CMV）和烟草花叶病毒（TMV）复合
侵染引起。

为有效防控病害，教农户识别不
同病毒病的典型症状。同时，积极推
广综合防治技术，科技特派员们从源

头抓起，指导农户选用抗（耐）病品种，
采用防虫网隔离育苗，切断粉虱、蚜虫
等传毒媒介的传播途径。

在田间管理上，他们引导农户合
理施肥，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菌肥，增强
植株抗性。最终成功降低该地区番茄
病毒病发病率，商品果率产量较往年
提高了 8%以上，农户们的收入大幅增
加。001号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科技特派员在农业生产中
的关键作用，为当地番茄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之前只知道作物生病了，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病害，也不知道怎么治，科
技特派员能帮我们找到方向对症下
药。”园区种植户赵月清说，目前她的
产品销往西宁市各个酒店、食堂以及
大型超市，这些背后离不开科技特派
员的帮助。

“干一行，爱一行。”闫佳会用一句
话总结自己的工作。在科技日新月异
的当下，农村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闫佳会和同行者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
地耕耘，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沾满泥土
的双手和农户脸上的笑容。他们证
明：科技力量可以在大地上生根——
一株健康的番茄、一片振兴景象的乡
村，是最动人的诗行。

科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

本报讯（记者 贾丽娜 通讯员 祝
美甲）4月22日，海东市平安区在平安街
道大红岭（杏福岭）开展 2025 年春季义
务植树活动，干部职工、退休老干部、青
年志愿者、部队官兵等齐聚于此，为大
地增添新绿。

活动现场，“党旗红”引领“生态
绿”，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参与植树的干部群众热情高涨，分工明
确，紧密协作。有的扶正树苗，确保其
直立生长；有的挥动铁锹，一锹一锹地
将泥土填入树坑，仔细铲土围堰，为后
期的蓄水保墒做好准备，每一个动作都
熟练而专注，力求让每一棵苗木都能稳
稳扎根。

在整个植树过程中，技术人员全程
进行规范指导，确保植树造林的关键技
术得以有效落实。同时，平安区各界人
士积极协同配合，义务植树活动的各个
环节紧密衔接、井然有序。经过一天的
辛勤劳动，原本空旷的山地焕然一新，

一排排新栽的树苗整齐排列，在春风中
轻轻摇曳，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本次春
季义务植树活动成果丰硕，共栽植青海
云杉、祁连圆柏、油松、山杏、白榆、花灌
木 等 苗 木 36 万 株 ，植 树 面 积 达 到
218.13公顷。

此次活动不仅点燃了干部群众“为
山川增绿”的参与热情，更让“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的理念深入人心，实
现了从“主动植树”到“主动护绿”的生
态意识跃升。大家纷纷表示，植树造林
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能为家乡的生
态环境改善贡献一份力量，他们感到无
比自豪。

平安区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加强对新栽树苗的养护管理，
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浇水、施肥、病虫害
防治等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植
一片、绿一片”。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作，扎实推进各项绿化建设，为
群众打造更多身边的绿色景观。

平安开展
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贾丽娜
近日，海东市平安区纪委监委成

功解决一起涉及两个村集体资金分红
未到账的难题，不仅帮助村集体追回
拖欠的本金及固定收益，还对相关村
两委干部履职问题开展督促整改，以
实际行动守护了村集体资产安全。

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2019年。当
时，为探索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
径，平安区两个村积极响应政策号召，
整合村集体壮大资金、投资收益资金、
东西部扶贫资金、市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等共计130余万元，投入到平安区某
企业和某合作社，期望通过合作模式
获取稳定的固定收益，为乡村发展注
入新动力。

然而，随着合作期限的推进，该企
业及合作社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支付固定收益，村集体资金迟迟未能
回笼，这一情况让村民们心急如焚，也
严重影响了村集体后续发展规划的推
进。

平安区纪委监委在接到相关问题
线索后，第一时间将此事件列为重点
督办事项，将其作为“小切口”监督的

典型案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职能作
用。随即，迅速抽调骨干力量成立专
项核查组，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深入涉事的两个村庄、相关企业及合
作社，通过查阅合同文件、走访村民群
众、与企业负责人座谈等多种方式，全
面开展调查工作。

经过核查组深入细致地核查，事
件背后的原因逐渐明晰。原来，一方
面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牛羊肉价格
持续下跌，导致该企业和合作社经营
面临困境，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客观
上造成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企业
及合作社自身在经营管理上存在诸多
漏洞，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紧张局面。

此外，核查组还发现，村两委干部
在资金投放后，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
况。在固定收益催收工作中，缺乏主
动作为的意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
督和追讨机制，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
施维护村集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放
任了拖欠问题的持续发酵。

“村集体壮大资金是全体村民的
共同财产，关乎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

益，绝不能因为监管不力而遭受损
失。”平安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在了
解情况后态度坚决地表示。

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专项核查
组坚持问题导向，迅速制定解决方案
并采取行动。一方面，要求乡政府充
分发挥属地管理职责，督促有还款能
力的企业立即将拖欠的固定收益汇入
村集体账户；另一方面，针对因市场因
素导致资金困难的合作社，积极搭建
沟通平台，鼓励村两委与企业加强协
商，共同探索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督
促合作社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尽
快偿还欠款。

同时，对于在此次事件中存在催
收不力、履职不到位问题的村两委干
部，平安区纪委监委及时进行谈话提
醒，严肃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他们
深刻反思，提高思想认识，立即开展整
改工作，切实履行好守护村集体资产
安全的重要职责。

最终，在平安区纪委监委的持续
监督和强力督促下，经过多方共同努
力，涉事的企业与合作社克服重重困
难，多方筹措资金，最终将一笔本金69

万元、固定收益13.6万余元，以及另一
笔本金60万元、固定收益1.5万元的资
金，悉数汇入两个村的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账户。

当这笔失而复得的资金到账时，
两村村民欢欣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这
笔资金将为村里的发展带来新的希
望，未来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
展等项目都有了更坚实的资金保障。

此次平安区纪委监委边查边督、
高效解决问题的行动，不仅是对村集
体资金的一次有力守护，更是纪检监
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生动实践。“基
层监督是保障民生、护航乡村振兴的
重要防线。”平安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紧盯村集体“三资”管
理等重点领域，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力度，严肃查处各类侵害群众利益
的问题，以强有力的监督推动基层治
理水平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
源不断的纪检力量。

130余万元村集体资金“失而复得”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马彩虹
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初麻乡，

一个被大山包围的小乡镇，这里的春
天，时常伴有呼啸的黄风，好像只有这
场风才能带走凛冽，为这方土地“妆
点”浓墨。所以，每年的春季义务植
树，初麻乡党委政府都格外重视，今年
也不例外。

4月中旬，在初麻乡公保吾具村山
头劳作了一上午的植树小分队，在疲惫
和黄风的加持中，各自在树苗旁休整。
眯眼望去，远处一个身影正抱着几株松
树苗在大风中逆风蹒跚，裤管被风鼓成
气囊。当那个身影走近，原来是初麻乡
初二村团支部书记韩吾买。

“书记，休息一下，等风停了再运
树苗……”记者喊道，呼吸裹着黄土的
涩味。“那边有块背阴的空地，松树苗
喜阴，成活率更高，先把树苗运过去再
说。”韩吾买说着，脚下的步子走得愈
加扎实。

初见韩吾买是在化隆县委宣传部
在初二村打造“新时代文明”积分超市
的现场。走进初二村，一间 32平方米
的房间内放着各种杂乱的新旧物资，
韩吾买和新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员马成祥，他们熟练地将废旧物品分
类清运，在腾空的空间内精准测量、组
装置物架组件，以高效协作将规划中
的每一项任务稳步落地，展现出青年
群体在空间整理与资源利用中的行动
力和创造力。

初二村是一个纯撒拉族聚居村，也
是初麻乡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最多的
村子之一。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许多
村民还是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在村里的
年轻人并不多。所以，村里200余盏路
灯的修缮、农田灌溉水渠清理、村级环
境卫生整治等问题都会找韩吾买。他
也在这样早出晚归的日子里乐此不疲。

初麻乡的偏远和路途的颠簸，总
让外界望而却步。但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作为土生土长的初麻乡一员，韩吾
买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宣传着家乡的春
夏秋冬，牛羊和麦菽。

“我们村的两委班子成员相对来
说都比较年轻，目前，村里的工作也能
在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独立完成，看
着这帮年轻人，我们村的未来也值得
期待。”初二村61岁的村党支部书记马
毛索对村里年轻的村两委成员和村级
后备人才机制满是赞誉。

近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一
方农家院、几张小板凳、一本书，讲政
策、话治理、唠家常……为了将学习教
育的触角延伸至农村党员聚集地，初
麻乡党委创新性组建了一支临时性且
在村里常住、能讲家乡话、当地方言的

年轻人，和班子成员一道前往村民家
中，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地方话将学
习教育及其实施细则内容读给村民
听，并现场就村民的疑惑进行答疑。
用家门口的板凳课，为村里的老年体
弱党员和流动党员，送去冒热气、接地
气的精神大餐，在小板凳上架起了干
群连心桥。

这种开门教育的方式，将村民的
急难愁盼、乡村治理等问题直接摊到
台面上讲，并及时反馈推进情况，用全
过程人民民主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
走出一条村民自治的新路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级后
备人才犹如及时雨，在美丽乡村的蓝图
上盘活各种资源，让田园既有诗意又有
活力，为乡村发展晕染开活力篇章。

青春之花在乡村沃土绽放

□本报记者 邓成财
春光不等人，奋进正当时。近日，

在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徐家台村至台
沿村段整治工程一标段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工程器械轰鸣声不绝于耳，路基
防排水施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项目于4月初开始进场施工，目前
正在实施路基防排水及桥涵工程，预计
于 9月中旬完成沥青路面铺设，整体工
程预计10月竣工，到时完工将提升沿线
8.9公里通行能力和安全性。”施工现场
负责人王国利说。

据悉，整治工程重点实施沥青混凝
土路面铺设，同步完善路基防排水设施
及桥涵工程，建成后将惠及新联村、官
龙湾村、角营村等沿线行政村，显著提
升村民出行条件。

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产业，带富
一方百姓。公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
脉，更是连接每一位民众生活的纽带。
走进寿乐镇杨家岗村配套桥梁建设施
工路段，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
紧张有序作业，一条条承载着村民期盼

的“幸福路”正紧张而有序地建设着。
“乐都区配套桥梁至涵洞工程于

2024年 3月开工建设，项目包括 11座桥
梁，4道涵洞。截至目前，已完成10座桥
梁，4道涵洞，最后一座桥梁计划于2025
年 5月底完工。”项目负责人李举风说，
项目建成后，将为乐都区产品运输开辟
了更快捷的通道，能够降低运输成本，
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为乐都区经济增长
注入新的活力。

乐都区交通运输项目服务中心副主
任吴刚表示，今年以来，乐都区组织各建
设项目优化施工方案，提前落实材料储
备、人员调配及设备检修。目前13项新
续建交通项目已全面开工，涵盖总里程
143.78 公里，总投资达 1.54 亿元。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乡村路网，强化区
域交通承载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支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一条大道，串起沿路风景和产业。
乐都区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让农村路变得
更好走，更让农村因路而兴，因路而美。

“四好农村路”
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 卫正芳 通讯员 马
璇）“现在好了，孩子放学回家既安全又
省心，公交车费用还便宜，巡察组真是
为我们办了件大实事！”近日，海东市循
化撒拉族自治县一位家长感慨道。

自 2025年 3月以来，循化县委第三
巡察组走进循化县第一中学，以“巡”为
笔、以“改”为墨，在巡察工作中聚焦校
园周边交通“顽疾”，成功破解长期困扰
师生家长的放学拥堵难题，筑起校园安
全坚实屏障。

作为一座全寄宿制中学，周五下
午，循化县第一中学1800余名学子便开
启“归程模式”。每到这时，校门口开始
出现私家车、摩托车，包车接送车辆及
出租车，短时间内大量人员、车辆交织，
狭窄的道路被挤占得水泄不通，交警即
便全力疏导，也难以快速缓解拥堵，导
致剐蹭纠纷时常发生，周边居民通行受
阻，师生、家长人身安全也存在不少隐
患。

巡察组直面这一“痛点”，以问题为
导向，多次进行实地勘查，深入调研拥
堵根源，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方面，
积极搭建沟通桥梁，组织学校党支部领
导班子与公交公司反复磋商，成功开通

校内公交专线。每周五下午，多辆公交
车准时驶入校园，化身“安全摆渡车”，
将学生一站式运送至县城客运站，同时
在校内精心划分乘车区域，由值班教师
与教官全程引导学生有序排队、分批乘
车，彻底告别了以往的拥挤混乱。另一
方面，巡察组联动交警部门，在放学高
峰时段加派警力，对拥堵路段实施严格
交通管制，社会车辆有序绕行，校门口
交通秩序得到有效规范。

如今，整改后的成效令人眼前一
亮：学生从校门到车站实现一条龙无缝
衔接闭环管理，人车冲突不复存在，安
全隐患也一扫而空；校门口拥堵状况大
幅改善，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而公交专线以亲民价格运营，相较市场
包车费用大幅降低，家长们纷纷点赞。

“此次巡察工作，不仅是对校园安
全隐患的有力整治，更是巡察工作聚焦
民生、服务群众的生动写照。”循化县委
第三巡察组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发挥利
剑作用，深入基层一线，紧盯群众急难
愁盼，督促相关部门主动作为，将更多

“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
单”，为构建平安和谐社会持续贡献巡
察力量。

循化有力破解校门口拥堵难题

4月22日，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海东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海东市
广播电视台、海东市文学艺术届联合会在海东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联合举办“共享
阅读之美·建设书香机关”专场读书分享活动，本次活动特邀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女作家李卓玛进行读书专场分享。本报记者 张清萍 摄

4月21日，以“展职工
风采·铸运动激情·创美好
未来”为主题的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第6 届职工
运动会开幕。来自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各乡镇街
道的 65 个代表队，1330 余
人参加，共设篮球、羽毛
球、乒乓球、拔河、田径等
21 个比赛项目，赛事将持
续5天。图为开幕现场。

本报记者 邓成财 通
讯员 王连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