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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军 通讯员 马云福 摄影
报道

近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牙什尕
镇下多巴二村的辣椒种植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景象。农户们默契配合，起垄、挖
坑、栽苗、浇水，每一道工序都井然有序，
忙而不乱。专业农技人员穿梭在田间，仔
细查看辣椒苗的栽种情况，手把手指导农
户调整移栽间距，确保每一株辣椒苗都能
稳稳扎根，茁壮成长。

牙什尕镇副镇长马丽雅满怀信心地
说：“去年，我们成功试种‘航椒4号’，不仅
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还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今年，我们乘胜追击，扩大种植规
模，优化管理技术，强化产销对接，就是要
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2025年，牙什尕镇为了壮大村集体经
济，探索出“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新型经营模式。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
济，由村集体成立的农业发展公司流转村
内土地，再转包给合作社或种植大户。这

样一来，村民有了收入，村集体经济也不
断壮大，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活力。农户
马丽琼笑着说：“今年有技术员在田间指
导，我心里特别踏实，相信今年肯定能有
个好收成，收入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今年，牙什尕镇在黄河沿等 5个村种
植 20公顷“航椒 4号”。通过积极对接帮
扶单位省科技厅，申请到了辣椒种苗93万
株、三环二胺复合肥 19.6 吨、有机肥 40.5
吨、有机叶面肥833瓶，这些物资精准发放
到各个种植点，为辣椒种植提供了坚实的
物资保障。

此次种植的“航椒 4 号”抗病、抗旱、
抗寒且高产，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和技
术的升级，预计产量将比去年增长 30%以
上。此外，牙什尕镇党委政府已与化隆
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提前规划好辣椒的销售路径，让农户们
没有后顾之忧。

辣椒种植奏响产业发展强音

□本报记者 朵玉雪 摄影报道
“医者仁心，千里驰援显担当；

东西协作，共筑健康中国梦。”
在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

支这样的队伍，他们穿梭在深夜的
急诊手术台上，奔赴在新生儿紧急
抢救的生命赛道上，往返在填补医
疗技术空白的时间线上，用专业与
奉献，为当地群众筑起了一道道生
命的防线。

这支队伍就是江苏省无锡市
组团式医疗帮扶队伍。

近日，记者走进海东市第二人
民医院（以下简称“海东二医院”）
各科室，近距离感受这群默默奉献
的医疗援青专家是如何在海东这
片广袤的土地上，用专业与爱心为
当地群众点亮健康的希望。

在海东二医院泌尿科，无锡市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副主
任医师王建正在门诊接诊，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守护着患者健康的“第
一道防线”。

“这样捶打疼不疼？”“明天准
备手术。”对于眼前这位患有膀胱
结石的病人，王建一边按压病人的
后背询问疼痛情况，一边又仔细叮
嘱术前注意事项。

王建于今年2月抵达海东二医
院，是第二轮第二批组团式帮扶队
伍中的一员。在接近三个月的时
间里，王建每天都会接诊大量患
者，从常见病到复杂病例，他都会
进行细致筛查，尤其关注因医疗资
源有限而延误治疗的晚期肿瘤患
者，他会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方案，
争取最佳治疗时机。

王建告诉记者，在这段时间的
实践和探索中，他发现海东气候干
燥、饮水结构特殊，泌尿系统结石、
前列腺增生、包虫病等疾病高发，
为此，他积极推广微创技术，开展
腹腔镜肾切除、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等手术，降低开放手术比例，帮助
患者更快康复。

王建深知，援青不仅是“输
血”，更要“造血”，在设备受限时，
他会因地制宜调整方案，并手把手

培训当地医生，将技术真正留在高
原。

在每天晨间查房教学的空当，
王建总会结合病例向随从大夫讲
解诊疗规范，并强调高原特殊环境
下术后恢复的注意事项；在病例讨
论会上，王建组织多学科会诊，建
立标准化流程，提升团队协作能
力；在手术带教过程中，王建建议
录制手术视频，为当地医生提供学
习资料，实现技术传承……

在一个个病例探索中，在一次
次手术诊断中，王建不仅缓解了海
东泌尿专科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更通过技术“本土化”和人才梯队
建设，为当地打造了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

像王建这样的援青专家，在第
二轮第二批组团式帮扶队伍中还
有很多。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黄益娟和

无锡市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夏丽
乔也是其中之一，在她们所在的妇
科和儿科诊室，也是人满为患。

在海拔2000米的高原，这批援
青专家不仅要克服缺氧、疲劳，还
要应对高原疾病特点，关注红细胞
增多症引发的肾血管栓塞风险；调
整慢性缺氧患者的肾功能管理方
案；为久治不愈的患者提供心理支
持，用尊重与理解赢得信任。

这些过程正如他们所说：“在
高原，医者亦需‘攀登’。”

接住了挑战，就意味着获得了
走向开拓的动力，在日复一日的探
索和实践中获得了一份显眼的“成
绩”。

“现在我们不仅开展宫腔镜、
腹腔镜手术，还引入了盆腔器官脱
垂、尿失禁等特色术式，以往这类
手术需依赖外院专家的情况一去
不复返了。”黄益娟向记者介绍。

“我们着重于强化复苏技术
培训，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为产
科安全保驾护航。今年，医院还
将承担海东儿科质控中心工作，
儿科的诊疗标准化建设与危急重
症救治能力有望迎来双提升。”夏
丽乔说。

医者仁心，无问西东。这支来
自太湖之滨的援青医疗队，不仅带
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更传递了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者情
怀，他们用专业与坚守，在高原上
播撒健康的种子，为当地群众带来
希望与温暖。

无锡援青医疗队的故事，是新
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写照，“在
雪域高原上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医疗队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此时
此刻，在和畅微风的吹拂下，这份

“心声”也随之在河湟谷地久久回
荡。

在高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记者 赵新秋 通讯员 李小英
五月，微风轻拂，海东市乐都区

东沙沟公园内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中午时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
下，在地面上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
影，崭新的餐桌整齐地摆放在公园的
一角，配套的座椅早已擦拭得一尘不
染，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享用午餐，欢
声笑语与公园的鸟鸣声交织成温暖
的画面。这看似寻常的场景，却是乐
都区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实现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写照。

此前，乐都区朝阳小学部分走读
生由于家校距离较远，中午放学后，
需在东沙沟公园内解决午餐问题。
公园内，学生们或席地而坐，或站在

石凳旁，就餐位置不足，秩序混乱，用
餐体验大打折扣。

乐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敏锐地察
觉到了这一情况。“群众的需求就是
我们工作的方向！”乐都区城管局负
责人表示。发现问题后，区城管局迅
速行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实地
考察。工作人员充分考虑学生的人
流量和用餐需求，结合东沙沟公园的
实际布局，精心规划就餐区域。经过
紧张的筹备，13张坚固耐用的桌子和
26个舒适的座椅被安置在公园内，为
学生们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就餐场所。

“以前孩子吃饭像‘打游击’，现
在有了固定场所，吃得安心，我们家

长也放心多了！”家长李女士的话语，
道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

便民就餐区域的设立，不仅解决
了学生就餐难题，也为市民休闲提供
了便利。为确保公园环境整洁有序，
区城管局同步加大保洁力度，环卫工
人每日穿梭于公园各个角落，尤其是
在学生就餐时段和市民休闲高峰期，
更是增加清理频次，及时清扫垃圾，
让公园始终保持干净整洁。如今，公
园内环境优美，鸟语花香，已然成为
学生用餐和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这方寸之间的改变，正是乐都区
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缩影。近年
来，乐都区以“绣花功夫”推进民生工
程，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解决“上楼

难”，到背街小巷改造点亮“回家路”；
从增设便民停车场破解“停车难”，到
打造口袋公园拓展“绿色空间”……
一项项惠民举措如春风化雨，浸润着
城市的每个角落，切实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城市管理的核心是人。从一张
餐桌到一座城市，乐都区的实践印
证，城市管理的核心在于让市民共享
幸福温暖。当精细化管理与人性化
服务同频共振，当城市发展与民生需
求精准契合，这座高原小城以务实举
措深耕民生细节，从细微之处着手，
以点带面、由浅入深，精心绘就了一
幅充满烟火气、人情味与幸福感的现
代化城市新图景。

“小餐桌”彰显大民生

□本报记者 李永兰 通讯员 甫小豆
5 月 8 日，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群科新区繁花似锦，主干道上的泡
桐花缀满枝头，如云似霞，在黄河之
畔摇曳生姿。

对于家住群科镇富森江山赋小
区的却仍来说，泡桐花不仅开在街
头，还开在他的心里。

却仍是 2025 年查甫藏族乡地质
灾害避险搬迁户之一，最近刚搬迁至
现在的新家，当日是他搬进新家正式
入住的好日子。相比于以前位于查
甫乡索拉沟崖头上出行不便和存在
安全隐患的老房子，如今的新家，房
间布局精致、家电家具齐全，舒适的
居住条件让却仍倍感欣慰。

“以前我们住在崖上，日常生活
不是很方便，附近还是滑坡隐患点，
每年一到七八月就没有一个安稳
觉。今年我们响应政策，决定搬下
来，最近住进了新房，不管是交通还
是生活都方便了很多。”却仍说。

查甫乡人大主席张彦龙告诉记

者，2025 年，在查甫乡像却仍家一样
因地质灾害避险而搬迁上楼的家庭
有 6户。搬迁上楼后的他们，真切地
过上了“出门有学校、下楼有超市、务
工有去处、收入有保障”的舒心日
子。在安全、整洁、舒适的小区里，作
为“新市民”的老百姓真正实现了从

“山里人”到“城里人”的生活转变。
张彦龙说，查甫乡地灾隐患点分

布在查让村、来洞村、跃洞三村，由于
近年来滑坡体裂缝缓慢加剧，已造成
多间民房不同程度的倾斜开裂变形，
尤其在查让村隐患点，滑坡平面形态
呈“舌”形，为小型浅层土质推移式滑
坡，每年进入防汛期，查甫乡就要组
织群众紧急撤离，对滑坡危险区内的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启动
以来，查甫乡紧盯这一重要民生工
程，将其作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着力点
和突破点，严格按照“应搬尽搬、应搬
早搬、应搬必搬”的工作原则，乡村两

级干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辖区内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严
格遵循搬迁政策程序，紧扣“避险”两
字，一户一户的“过筛子”，确定避险
搬迁对象。

排查完就要谋划如何让群众搬
迁至合适的地点，查甫乡统筹谋划，
将规划任务、安置选址和产业发展相
衔接，结合搬迁对象发展现状、搬迁
意愿、经济能力等，因户施策、因地制
宜确定安置方式，确定将 14 户 52 人
纳入 2025年避险搬迁计划，按照“一
户一策”原则，制定差异化安置方案，
确保搬迁工作精准高效。

和却仍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查让村
村民多结。“我们家的房子开裂严重，
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
家里有老人，晚上根本不敢睡觉，生怕
山坡垮下来把房子推倒。”多结说。

据了解，目前，查甫乡自建房安
置共8户，现均已开工建设，进城上楼
共有 6户，房源已全部确定并签订协
议，其中 3户已达到居住条件，3户未

完成装修。14户避险搬迁户均已收
到首批补助资金共 108万元，第二批
将随建设进度进行申报，预计 7月底
前14户群众将全部实现搬迁入住。

“搬”不仅是当下的安居之需，更
是长远的发展之计。为确保搬迁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查甫乡
还对 2024 年实施的 3 户避险搬迁户
进行全覆盖回访，重点了解就业、就
学、医疗及生活适应情况。回访显
示，搬迁群众住房安全、饮水用电有
保障，子女就近入学，就医更加便捷，
满意度达 100%。原地质灾害隐患点
旧房已全部拆除，并实施生态修复。

张彦龙表示，查甫乡将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工作作为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机遇
和有力抓手，继续大力落实地质灾害
防治责任，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确保更多群众告别灾害威胁，竭
尽全力让群众“搬”来好日子，“搬”进
幸福里。

挪“风险窝”筑“幸福巢”

□本报记者 周晓华 通讯员 李梅
当江南烟雨遇见西北暖阳，当新政策

的春风拂过有情人的心田，一场跨越千里
的浪漫在海东市乐都区绽放。5月 12日，
随着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乐都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特殊的“首
单”——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的一对
支教教师喜结连理。

这对新人在乐都区的相遇相知，宛如
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因东西部协作的
教育帮扶工作，他们从惠山区来到乐都
区，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携手为乐
都区的教育事业挥洒汗水，也在朝夕相处
中，将同事情谊酿成了甜蜜的爱情。

“ 终 于 不 用 请 假 回 老 家 办 结 婚 证
了！”新人拿着刚领到的红本本，难掩喜
悦。这个曾让无数异地情侣头疼的“领证
难”问题，随着2025年5月10日新《婚姻登
记条例》的实施成为历史。

原本，两人还在为异地办理结婚证可
能面临的繁琐手续发愁，而新《婚姻登记
条例》的及时出台，恰似一场“幸福及时
雨”吹散了他们心头的阴霾。

走进乐都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温馨
的环境、工作人员热情的笑容，瞬间让新
人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请先填写这份
表格，这里要填写个人信息，别着急，慢慢
写。”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地指导，一边递上
表格。从填写表格时笔尖沙沙的书写声，
到签字确认时庄重又幸福的神情，每一个
环节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全程贴
心服务，让领证过程充满了仪式感。

“真的太方便了！原本以为要折腾好
久，没想到在乐都就能轻松办好。”新人满
脸幸福地分享着内心的喜悦，眼中闪烁着
激动的光芒。“新条例太贴心了，免去了我
们长途往返原籍的辛劳，既省时间又省费
用，让我们能更安心地在乐都工作和生
活。”这本小小的结婚证，不仅是他们爱情
的见证，更是新政策惠民利民的生动写
照。

而这背后，是新《婚姻登记条例》带来
的巨大变革。以往，异地婚姻登记手续繁
琐，无数异地情侣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如今，新条例打破
地域限制，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这一改变，对于像这对支教教师一样
的异地情侣来说，无疑是一份“超甜福
利”，让他们不再为结婚登记发愁，在第二
故乡就能收获满满的幸福。

新条例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乐都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积极响应政策要求，化
身“服务升级小能手”。工作人员经过专
业培训，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办事流程全
面优化，效率大幅提升。全国统一婚姻登
记信息系统的建立，实现了数据实时共
享，让婚姻登记工作更加规范、科学，既保
障了新人的合法权益，也为社会治理增添
了一份有力保障。

首对外地新人在乐都领证

本报讯（记者 朵玉雪）今年以来，海
东市平安区民政局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
设，坚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
念，靶向发力，全力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提
升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平安区民政局合理认定低收入人口，
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充分
发挥“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作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进行动态监测、分类处置预
警信息，及时主动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
众。线上，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
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对低收入人口常态化
监测预警，核对信息 1650人次，发现预警
信息247条，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救助；
线下，按照预警信息，积极调动各乡镇（街
道）民政助理基层工作力量，对各乡镇（街
道）的困难群众进行摸底排查，做到“主动
发现、及时救助、应救尽救”。

同时，平安区民政局畅通社会救助申
请渠道，及时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提升救助经办能力，开通社会救助服

务热线，拓展社会救助咨询和举报方式，
社会救助服务热线接到低保、特困、临时
救助等政策咨询电话30余次，及时解答政
策，群众满意度达 100%；充分发挥临时救
助“兜底中的兜底”和“救急难”的作用，对
于“急难型”临时救助采取“先行救助”的
方式，并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
大疾病以及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
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个人给予临时救助，确
保困难群众规范化管理和精准化救助。

平安区民政局适度拓展救助范围，依
托多元化救助形式，强化政策落实，确保
基本民生保障安全网“兜住、兜准、兜
牢”。今年，为困难群众发放低保金、特困
供养金、临时救助金惠及 4091人，发放救
助资金 940.8 万元，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对反馈的315条未纳入救助保障
范围的防返贫监测对象数据，通过调查核
实，将符合民政政策救助的46人纳入救助
对象范围，分层分类给予保障，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平安多措并举保障民生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