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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县讯 近日，漳县殪虎桥镇精
心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把暖心服务送
到老人身边，为他们的生活增添幸福
色彩。
  活动现场，志愿者化身温暖使者
走进老人的房间，帮助老人整理衣物、
床铺，将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后，

志愿者坐在老人身旁，拉着老人的手，
与他们亲切地拉起了家常。有的志愿
者细心地为老人梳头，一边梳一边关
切地询问老人近期的生活状况、身体
是否健康，他们耐心倾听老人们的心
声，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困难，并向老
人们宣传相关政策，给予他们关怀与

慰藉。在这里，志愿者一句句温暖的
话语、一个个贴心的举动，让留守老人
和孤寡老人真切感受到志愿者的温暖
和关爱。
  “汪奶奶，您家要是有垃圾，我帮您
扔出去。”志愿者关切地说。他们手持扫
帚、抹布等清洁工具，扫庭院、擦桌子，清

除房前屋后的垃圾杂物，摆放院内堆放
杂乱的物品，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
干净净。
  “我家娃娃一年四季都在外面打工，
平时家里冷冷清清的。你们来了，陪我
说话、帮我干活，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三
牌村的汪春花老人感激地说。
           后爱萍 李娟

  今年，通渭县马营镇积极响应中
央和省市县决策部署，以乡村建设行
动为重要引擎，将农房质量安全提升
与人居环境改善作为核心任务。通过
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乡村面貌焕
然一新。
  走进初夏的马营镇锦屏村，处处焕
发着蓬勃生机。街道上，30户土坯房改
造工程正如火如荼推进，部分房屋主体
已顺利完工。曾经存在安全隐患的土
坯房，如今已被二层框架结构砖瓦房
取代。
  村民胡春辉在锦屏村街道经营着一
家小卖铺，过去他的商铺是老旧土坯房，
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借着土坯房改造
补助政策的东风，他将商铺改建成商住
两用的二层楼房。
  “这样一改，从总体来说，改变了
我们锦屏街道脏乱差现象；对于我们
个人来说，可以住上安全、舒适、放心
的房子。”胡春辉说，目前房屋主体已
完工，他计划年底入住，继续经营百货
生意。
  今年以来，锦屏村认真贯彻落实“城
乡均衡战略”，依托书记党建项目，全面
动员群众对街道人居水平进行整体提
升。马营镇锦屏村驻村组长田雨说：“截

至目前，共计拆除危旧房屋18座，整治乱
堆乱放、乱搭乱建5处，新修人行步道1公
里，建设污水管网140米、50立方化粪池1
座、柏油马路1公里，并安装路灯30盏，街
道整体面貌得到明显提升。”
  安居方能乐业。马营镇深入落实中
央和省市县关于提升农房质量安全的工
作要求，采用“六改”模式，全力推进农村
土坯房改造工作，切实消除住房安全隐
患，持续优化群众居住条件。

  马营镇六里村的土坯房改造堪称全
镇典范。自启动改造工程以来，21户土
坯房已全部完成蜕变，取而代之的是坚
固美观的现代化住房。其中，14户房屋
采用独立承台基础框架结构，搭配斜屋
面琉璃瓦，外墙喷涂水包水涂料，装配60

断桥铝门窗与套装防盗门，每户面积约
220平方米。目前房屋主体已全部竣工，
预计6月底村民就能入住。而这背后，离
不开乡贤——— 江西金广厦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小兵的慷慨相助。他出资
300万元，以每户约28万元的标准资助
农户建房。
  村民张兴兵对此赞不绝口：“两个儿
子，每人盖了一院。原本得花四五十万
元，现在自己只出了十多万元，其余都靠
资助。要是自己建，根本不敢想。”
  马营镇副镇长张学谦介绍说，今年
以来，马营镇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
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100户、农房
质量安全提升900户，力争将西堡村创建
为省级乡村建设重点村、花林村创建为
发展类巩固提升村庄，特别是在六里村、
锦屏村，通过能人带动改，发动群众改，
整社实施农房质量安全提升。此外，马
营镇将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创新落
实“四抓四全”工作机制，深化新一轮“垃
圾革命”，完成户厕改造500座，建设干净
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马营镇：乡村建设“筑”就幸福新家园
新定西·定西日报记者 李娟 通讯员 惠施阳

殪虎桥镇：志愿服务温暖老人心

  临洮讯 今年以来，临洮县八
里铺镇以“生态”为笔、以“增美”为
魂，创新开展“绿道护村”行动，增
添群众身边的绿、眼前的美，绘就
八里铺人居环境美丽“画卷”。
  镇党委、镇政府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与生态改善，制定《八里
铺镇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
“绿道护村”行动工作方案》，通过
入户走访、实地查看，建立任务清
单，指导全镇农村人居环境绿色
化、生态化建设。
  积极开展“美丽庭院”“文明
家庭”评选活动，推行“积分制”
“红黑榜”激励机制，创建“美丽庭
院”“文明家庭”示范户200户，让
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监督者”。

  集中清理重点区域各类垃圾
160余吨，清理乱堆乱放超1050
处，移除42个广告牌，拆除20处乱
搭乱建及塌房烂院，消除“牛皮
癣”180余处。在国道212沿线、通
村道路，补栽国槐、牡丹、红叶李、
云杉行道树等8000余棵，提升道
路风貌。完善垃圾收运处理体
系，升级垃圾收集点5个，引导群
众分类投放，形成全民参与的良
好氛围。
  积极争取乡村建设、农村环
境连片整治等项目资金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实行“网格化+门前三
包”制度，定期分析研判问题，形
成工作闭环，实现了由“短期绿
化”到“长期生态”的转变，切实用
生态“含绿量”提升了发展“含金
量”。    黎华栋 王莉娟

八里铺镇：用“生态之笔”绘人居环境“画卷”

  渭源讯 近日，渭源县召开
社银合作暨社保“15分钟便民服务
站”启动会。
  渭源县人社局与农业银行签
署合作协议，形成“1个县级中心+5
个银行网点+N个服务点”的三级
社保服务体系。通过资源共享、
业务互通，群众可在15分钟内就近
办理高频社保业务，惠及全县
人民。
  首批提供42项社会保险代办
业务，实现“智能终端+人工专窗”
双渠道服务模式，实现“一站受

理、即时办结”。对于交通不便、
行动不便的山区群众，推出“预约
上门”“帮办代办”服务，为其提供
上门办理。渭源县积极推广“甘
肃政务服务网”“甘肃人社”APP、

“渭源人社”微信公众号等，让群
众实现缴费查询、异地认证等业
务“掌上办”。定点布设的社保自
助服务机，支持24小时打印参保
证明、查询缴费记录，破解群众

“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
切实提升“高效办”服务水平。
           吴义军

渭源县社银合作打造社保便民服务新模式   近日，岷县十里镇福才食用菌栽培专业合作社
示范园大棚里种植的羊肚菌喜获丰收。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用倒茬轮作的方式进行种
植，仅羊肚菌年收入达30余万元。

     新定西·定西日报通讯员 马万安 摄

岷岷县县：：羊羊肚肚菌菌喜喜获获丰丰收收

  陇西讯 （新定西·定西日报
通讯员崔翔龙）近日，陇西县首阳
镇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
地内机械轰鸣，药农们抢抓农时
开展点种、覆砂作业，一派繁忙景
象。作为西北最大党参、黄芪集
散交易市场，首阳镇以产业升级
为抓手，全力打造乡村振兴“金色
引擎”。
  据了解，首阳镇今年投入774
万元，以王家磨村为核心，联动董
家堡、石家磨等11个村，建设万亩中
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通过
落实种苗补贴、技术集成等举措，
种植中药材10000亩，并与省农技
推广总站等17家单位共建200亩试
验区，重点推动黄芪、党参等“十大

陇药”标准化种植。目前，全镇中
药材种植面积扩大至3．5万亩。
  产业升级带来显著经济效
益。首阳镇预计今年中药材一产
产值将突破3亿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1．8万元，中医药产业对全镇
经济贡献值超70％，成为当地富民
强镇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首阳镇锚定“打造中
医药产业仓储物流重镇和‘道地’
药材全产业链强镇”目标，通过
“六统一分”管理模式和“党建＋产
业”协同机制，推动中药材种植向
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逐
步形成“种植—加工—交易—仓
储”全链条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

首阳镇万亩中药材基地带动乡村振兴
  安定讯 今年以来，安定区白碌乡
以群众“脚底下的安全”为切入口，将安
装太阳能路灯工程作为深化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实践载体，让民生实事从“纸面规
划”真正转化为群众“身边温暖”。
  白碌乡通过“三进三问”式走访，召开
恳谈会4场，收集路灯布局、节能技术等建

议8条，精准锁定7处事故多发路段。通过
实践论证，确立“太阳能路灯+群众共治”
解决方案，既规避传统电缆铺设的高耗能
弊端，又为后续管护奠定群众基础。
  项目实施全程闪耀基层民主光芒。
组织人大代表实地踏勘3次，通过“点位
分布图”票决出214盏路灯的最优布局；

同时创新推出的“路灯认养”机制，让沿
街商户、热心村民化身“护灯管家”，构建
起“发现问题及时响应、简单故障即刻修
复”的管护网络。
  如今，全乡7个村实现太阳能路灯全
覆盖，夜间交通事故率明显下降，同时群
众对光伏技术应用认知度提升至82%，

基层治理“共商共建共治”理念深入人
心。这场以“灯”为媒的民生实践，正将
点点星光汇聚成照亮游子归途、温暖故
土桑梓的璀璨星河。
  从“摸黑路”到“幸福道”，白碌乡用
这214盏太阳能路灯串起的不仅是光明
与安全，更是一条“民生需求驱动—民主
协商决策—群众监督落实—长效共治共
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王瑞

白碌乡：“光明工程”筑坦途 明灯照亮归乡路

　　颇具设计感的空间，文艺感满满的装潢，
兼具咖啡厅、餐吧、文创店、桌游吧等多种功
能……眼下，高颜值网红书店不断涌现。然
而，不少网红书店变成纯粹的打卡地，顾客

“看书两分钟，拍照两小时”，逛书店只为拍
照，并非为阅读而来。
　　在书店里，书籍与读者才是主角，阅读是
最重要的事，提供拍照背景绝非书店的使命。
书店是读者与作者跨越时空对话的“特殊空
间”，也是读者沉浸式阅读、追求知识的殿堂。
书店的定位与边界，不仅要清晰地印在书店
经营者心中，也应照进公众心里。
　　诚然，书店融入网红元素无可厚非：一方
面，拍照能起到宣传作用，吸引更多人光顾；
另一方面，为读者提供更舒适、更具吸引力的
阅读场所，实现阅读与生活的有机结合、深度
融合，也是符合现实需求的创新尝试。问题
的关键在于，不能本末倒置，将浮躁的形式凌
驾于内容之上。
　　现实中，一些书店为节省成本，用“装饰
书”堆填书架；还有些书店，让文创产品、餐饮
消费占据主导地位，书籍反而沦为装饰品和
背景板。片面过度追求网红效应的做法，不
仅冲淡了书店的阅读氛围，也让书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部分网红书店偏离阅读轨道，存在一定负面影响。书店没有优质图
书就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留住忠实读者，最终可能陷入经营困境。而
且，对于真正想阅读的人来说，走进满是拍照者的书店很难静下心专注
于阅读，阅读质量和阅读深度大打折扣，久而久之，他们必定远离网红
书店。
　　书店成为“网红打卡地”是好事，但万事皆有度。书店经营者应明确
阅读才是书店的核心，在空间设计上要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突出书籍
的主角地位，通过举办各类阅读活动吸引读者参与，全力营造浓厚的阅
读氛围。读者走进书店，也应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阅读上，充分享受阅读
的乐趣。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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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乡村振兴在路上

结对帮扶·爱心定西

  在洮河之畔，有着近百年历史的
临洮县南屏镇岚林寺小学，历经岁月
沉淀，如今已发展成为标准化农村寄
宿制完全小学。学校现有18个教学
班、842名学生、49位教师，正以扎实举
措书写乡村教育新篇章。
  改善办学条件，为师生学习生活
提供保障。2013年“7·22”地震后，学
校迁址新建，占地面积14016平方米，
1800万元灾后重建资金建成教学楼、
学生食堂和宿舍楼，可容纳200名学生
住宿。2023年，245万元建成770平方

米教师公寓楼，22套宿舍。同时，为了
加强两类学校建设，投入120万元改造
洗浴室、配备洗衣机、洗漱台；学生宿
舍楼改造太阳能热水系统；更新食堂
设备，将旱厕改为水冲厕所，办学条件
的改善吸引了众多生源，学生从2015
年的158人增至如今的800多人，寄宿
生从60多人变为198人。
  提升教研水平，为打造高效课堂
注入活力。学校常态化开展半日教
研，成立多学科教研室，每周开展研读
新课标、学科教学专题研究、集体备课

等教研活动。开展名师课堂研修，观
摩名家课例、骨干教师示范教学，将名
家教学理念转化为教师教学能力。充
分利用集团办学资源，学校以“菜单”
形式向城区集团总校提供教研需求，
集团总校“配方下单”。加强“三个课
堂”建设，与集团总校开展教学研讨与
线上教学。
  坚持育人为本，为培养时代新人
筑牢根基。学校紧扣学生终身发展目
标，以思政课、主题班队会等活动强化
品德教育。依托“现代农业实践园”

“百草园”“秋实园”，让学生体验无土
栽培、水循环养殖、春种秋收，在劳动
中成长。教师们密切关注住校生、留
守儿童情绪。
  推动五育融合，为学生终生发展
奠定基础。学校积极推动“五育融
合”，通过打造校园文化板块、开展
多样德育活动丰富德育内涵；组织
经典诵读等文艺活动厚植爱国情
怀；保证每天40分钟阳光大课间与
课外活动，依托体育竞技增强学生
体质；19个少年宫社团为学生提供
多元实践平台。
  凭借多年深耕，岚林寺小学收获
诸多荣誉，获评“全国第四批乡村温馨
校园”“甘肃省绿色学校”“定西市名学
校”等称号，并连续七年获县委、县政
府和县教育局教育教学评价表彰奖
励。       党小东 王思腾

突破农村教育困境 点亮乡村希望之光
——— 记奋进中的临洮县南屏镇岚林寺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