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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视窗
大连：法治为民办实事，
护航发展更暖心

6版

重点推荐

10个法治为民办实事示范项目、10

个法治为民办实事优秀项目、40个法治

为民办实事特色工作项目……2022年

以来，辽宁省大连市以“清单化、项目化、

工程化”扎实推进法治为民办实事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 本报记者 王 斌

□ 韩 璇 闫敬霖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

而兴。自2022年6月被列为全国青

年发展型县域试点以来，甘肃省玉门

市紧紧围绕“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

年在城市更有为”目标，持续完善青

年发展政策体系，不断优化青年发展

环境。

“我们实施了‘组织提升、筑巢引

凤、政策保障、青春建功’四大行动，

更好地为青年搭建服务保障平台、创

新创业平台、宜居宜业平台、自我展

示平台，让我们的城市更友好、青年

更有为，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与城

市共同成长。”玉门团市委书记刘鑫

介绍说。

组织提升 服务有保障

玉门市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

穿于青年工作的全过程各领域，建立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部门各负其责、群团组织履职尽责的

工作格局，确保青年工作始终在党的

领导下有序有力推进。

持续深化党建带团建行动，在全

市乡镇（街道）团委公开选拔村（社

区）团支部兼职副书记，各级工作力

量不断增强。建成实体青年之家25

家，两新领域团组织89个，乡镇（街

道）覆盖率达100%，团的体制机制

更加健全。

同时，充分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

议机制的作用，健全完善优秀人才信

息库、高校学生信息库、引进人才动

态管理工作台账等“两库一台账”，配

套全市人才政策体系，建立人才长效

联系机制和人才流失责任追究机制，

“联动共抓、合力共建”的人才工作格

局更趋完善。

筑巢引凤 促创新创业

近年来，玉门市充分发掘本土

人才的潜能，选派优秀年轻人才到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一

线挂职锻炼，推动青年在一线历练

成才。先后研究出台《急需紧缺高

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法》《新能源

和化工产业人才引进培养若干措

施》等10余项政策，建立与周边大型

企事业单位双向交流挂职机制，组织

全市化工企业参加专业大学线上招

聘活动，吸纳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257名。

玉门市每年安排300万元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急需紧缺人

才的引进培养、生活补贴、住房保障，

用“真金白银”给足优秀人才经济待

遇上的“安全感”。深入实施“工业强

市”战略，着力为青年搭建创新创业

平台，深入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公共就业

服务专项活动，提供就业岗位2000

余个。对到玉门市新能源和化工企

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除薪酬保障

外，按照每人每月2500元的标准给

予为期3年的生活补贴，从化工人才

引进、使用、培育等方面实施全方位、

多层次激励政策，全力支持青年人才

发展，激发人才干事创业动力。

创新志愿服务机制，依托志愿汇

App平台，出台《志愿积分嘉许奖励

办法》，用活“时间银行”概念，动员青

年结合自身特长参与文艺晚会、应急

演练、疫情防控等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志愿积分兑换

物质奖励，切实调动广大青年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

政策保障 更宜居宜业

为着力营造青年人才发展环

境，玉门市不断加大人才住房保障

力度，对引进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

“双一流”本科生，按市场价全额补助

100平方米住房一套。2022年新增

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564套，

各类人才住房保障面积达到4.6万平

方米，实现了增“人数”与得“人心”同

频共振。

持续推动教育事业提质扩面，新

建5所学校，新增学位近5700个，投

入2.8亿元实施薄弱学校改造校舍建

设类项目，增加教育教学设备、购置

校车，不断改善乡村学生通行条件，

全力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推进健康玉门建设，实施

“名医名科名院”工程，提高医疗救治

质量，开展青年健康干预，注重青年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16岁以下

青少年实行就医免费，着力优化青年

医疗保障水平。

为加强青年的社会参与度，玉

门市着力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

队作用，选配（拔）团组织兼职副书

记、委员近100名。探索建立青年

深度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区机

制，依托“一处跑、跑一次”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平台、社会综合治理服

务中心“活力网格”、融媒体中心和

青年之家等4个平台载体，激励全

市广大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条

战线建功立业。

城市的发展靠青年，城市的未来

在青年。在新征程上，玉门市主动做

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

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实现青年与

城市的双向奔赴。

□ 廖 亮 赵盛迷 李 永 张祖芬

□ 本报记者 王晓涛

“小红岩7.51万元、甘溪7.08万

元、高拱桥7万元……”日前，湖北省

恩施市石榴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股东分红大会上，芭蕉侗族乡18

个村（居）收到了“分红大礼包”。

近年来，恩施市坚持党建引领，

探索出抱团发展型、改革驱动型、助

农增收型等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持

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激活发展潜力，

赋能乡村振兴。2022年，全市192

个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811.44万

元，村均近20万元。

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

“不仅解决了销路难题，还安排

专家到田间传授技术，打通农资服务

‘最后一公里’，带活了村集体经济。”

据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曹大林介绍，

2022年，村集体收入超过22万元。

这份收益，在以前是不敢想象

的。这一切，正是得益于恩施市石榴

籽集体经营公司（以下简称“石榴籽

公司”）。

曾经，各村各自发展集体经济，

体量小，能力弱，效果差。如何变“单

打独斗”为“抱团发展”？2022年5月，

由全乡18个村（居）共同整合“资源、

资产、资金”，成立石榴籽公司。通过

“乡党委统筹、各村入股、合作经营、

收益入村”的方式，形成“一核多元”

发展模式，形成“石榴籽党建示范产

销链”。

“7个月时间，销售额达100万余

元。”金苔香茶业负责人金岁宏说，与

石榴籽公司签约后，从提升茶叶种植

技术、改良绿色茶园、拓宽销售渠道

等方面进行“一条龙”服务，盘活了产

业链。

“与公司签约的生产厂商有32

家，去年公司经营总收入1150万元，

净利润121万元。”甘溪村党支部书

记、石榴籽公司总经理陈家浩说，全

乡18个村（居）村集体经济收入最高

超40万元。

恩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

委书记邓敬婷介绍说，不止石榴籽公

司，如今的恩施，各种形式的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方兴未艾。

“以前路灯坏了都要找镇上要钱

修，更别谈村集体拿钱修桥整路了。”

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村主任张斌说，在

一次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中，大家一致

决定向闲置资产找“饭”吃。随后，村

里清理200多亩集体土地、60亩山

林和闲置厂房，平整120余亩土地打

造工业园，引进专一鞋厂、燃气公司

等企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8万

多元收入。

“要我干”变成“我要干”

2022年，石榴籽公司在白岩、小

红岩、白果树等11个村试点建设有

机示范茶园，打通农资服务“最后一

公里”，各村（居）“两委”班子，当起

“农资销售员”，全力推进绿色茶园生

态建设。

干劲从哪里来？2022年，恩施

市出台《村集体经济纯经营性收益奖

励办法》，将村干部报酬与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挂钩，从“要我干”变成了

“我要干”，干部干事创业活力涌流。

碾盘村是龙凤镇高山偏远村之

一。2022年，村支“两委”将村里827

亩茶园利用起来发展抹茶，通过“党

支部+产业+农户+集体经济”发展模

式，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队，村“两委”

成员全员参与，进组入户指导茶农进

行茶园管护、茶叶采收。全年实现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11.17万元，村干部

共计兑现奖励2.79万元。

“村里有钱了，事情就好办了。”

陈家浩说，该村堰塘湾组有一条“断

头路”，村民们出行不方便。2022年

下半年，村里从村集体经济收入里

拿出3万元购买砂石料进行“以奖代

补”，村民们干劲十足，筹集10多万

元完成了800多米公路硬化。

清澈河水从院前淌过，片片茶园

错落有致、碧绿如染。芭蕉侗族乡

21户80人组成的兰香小院，一派生

机勃勃。高拱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培

说，利用村集体经济进行小院绿化，

开展文化活动，文明新风像兰花幽香

一样，弥漫在院落里。

“村党支部组织力得到明显提

升。”邓敬婷说，“收益奖励办法既调

动了村级党组织积极性，又有效解决

了村级党组织‘没钱办事、没能力服

务’的问题。”

产业发展激活“一池春水”

2月13日，鸦鹊水村村民向兴艾

正在地里播种。她2022年种了5亩

马铃薯，收入2万元。“没想到卖洋芋

能赚这么多钱，今年继续跟着干。”她

高兴地说。

“激活集体经济‘一池春水’，必须

发展产业。”该村党总支书记谢永波

说，结合崔家坝镇守好“米袋子”、抓牢

“油瓶子”、拎稳“菜篮子”的产业发展

思路，村里决定发展马铃薯产业。利

用村集体经济培育2家合作社，将

200亩土地进行流转，实现规模化经

营，形成“村支部+合作社+企业+农

户”经营模式，垫资为村民提供种子、

肥料，拿出5万元修建生产步道和奖

励种植大户……鸦鹊水村成功将资

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发展1000亩

马铃薯，亩产4500斤，人均年增收

3400元。

利益链接、联农带农……屯堡乡

花枝山村坚持“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将248户852

人牢牢链接在产业链上，全村发展茶

叶基地1500亩，亩均收益超8000元，

核心基地亩产收入突破1万元。

抓好产业发展，建设美丽家园。

一项项创新举措，让一个个村集体

“腰包”越来越鼓，乡村振兴步伐走得

越来越稳。

引江补汉工程进入
主体隧洞施工阶段

本报讯 田昊 记者李建民报道

历经7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首个开工项目中线引江补汉工程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月18日上午，

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总干线出口，随着

多臂凿岩台车启动钻孔施工，引江补汉

工程正式进入主体隧洞施工阶段，将为

引江补汉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据了解，引江补汉工程于2022年

7月7日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将提高

汉江流域的水资源调配能力，增加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北调水量和供水保证率，

为汉江流域和华北地区提供更好的水源

保障，实现南北两利。

引江补汉工程全长194.8公里，采

用深埋、长距离、大口径隧洞输水，工程

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是我国极具挑战的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湖北省政府专门成

立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协调各厅局和地

方各级政府推进工程规划设计、要件办

理、选址用地、征地移民等各项工作，丹

江口市成立服务引江补汉工程建设指挥

部，为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引江补汉输水总干线出口段工程位

于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十堰市丹江口

市境内，包括出口段5085米输水隧洞。

输水总干线出口段工程概算投资（静态）

约 14.84 亿元，施工合同总工期 60个

月。输水总干线出口段隧洞施工区域将

穿越涌水、突泥、大断裂和软岩大变形等

不良地质，遭遇强岩爆、高温、有害气体

等施工难题，安全风险极高，施工难度极

大，在国内外调水工程中尚无先例。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科学布局、超前

谋划，加大大型机械化配套和智能化设

施投入，隧洞开挖采用全电脑凿岩台车

钻孔、光面爆破等先进技术，初期支护及

二衬混凝土施工采用智能支护台架、衬

砌台车等智能化手段，可有效节约人工

和建设成本，保障施工效率与进度。

同时，围绕安全、质量、进度、投资控

制，建立健全管理体系，深入推行施工过

程标准化管理，坚持首件评估、样板引

路、试验先行，创新工艺工法，切实保障

工程质量。经过广大建设者7个多月的

奋战，克服高边坡、深基坑高强度开挖施

工组织与安全稳定问题，实现了出口段

主隧洞进洞目标。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将聚焦引江补汉工程全面开工的总体目

标，统筹谋划，加压奋进，努力开创引江

补汉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新局面，为扩大

有效投资、以工代赈助力稳就业、促进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作出积极贡献。

“抱团发展”激活恩施乡村致富“新密码”
2022年，全市192个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811.44万元，村均近20万元

优化发展环境 玉门推动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
2022年，新增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564套，增“人数”与得“人心”同频共振

□ 李双溪

□ 本报记者 倪文忠

2月下旬，正是东北备春耕的时

节。在吉林省梨树县郭家店镇青堆

子村，韩凤香正和村民一起操作农机

给地里撒农家肥。“用发酵的牛粪还

田，保护了黑土地，减少了化肥的用

量，每公顷为农民节省600多元。”梨

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韩凤香说。2022年，她被吉林

省人社部门评为高级农技师，干劲更

足，带领农民致富的信心更强。

近年来，吉林省突破“学历、论

文、年龄、身份”等开展乡村振兴人才

职称评审，根据人才特点设立农经

师、农技师、农艺师、电商营销师等

9 个职称专业。截至目前，共评出

4000名初、中、高级乡村振兴人才，

其中高级职称600人。

大学专科毕业的韩凤香学的是

会计专业。2010年，她开始从事农

业，通过参加各类农业培训学习，并报

考东北农业大学的函授课程，掌握了农

业理论知识，成长为一名农业专家。截

至目前，韩凤香成立的合作社已经集

约经营土地近1000公顷，发展社员

158名，生产规模从一个小队扩大到

2个乡镇的10个村，固定资产达800万

元，每年带动60余名劳动力就业。

据了解，参评人员提交的申报材

料里面既有学历证书、技术成果，也

有粮食产量和技术推广的照片。“重

要的评价指标是看他们能否带领技

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

富。”吉林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处处长张福新说。

吉林省大胆创新评价方式，突破

以往逐级申报职称的限制，参评人员

可以越过初级、中级，直接申报高级

职称。2023年还要突破向上逐级申

报的限制，探索县市区可以直接向省

人社厅申报，并将初级、中级职称评

审下放到县级。

“这项改革从 2021 年起，我们

力争通过5年时间的评审，实现全省

每个乡村都有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

人才。”张福新说。

吉林“土专家”有了高级职称

敦煌：开展研学活动 传承敦煌文化
近年来，甘肃省敦煌市先后打造了莫高学堂、敦煌小镇鸣沙书院、莫高里工匠村、阳关、玉门关等敦煌文化研

学基地，推出了临摹敦煌壁画、制作敦煌彩塑、书写竹简、制作陶艺、烽火传递等独具敦煌特色的研学项目，丰富

文旅发展新业态，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图为在敦煌小镇鸣沙书院，学员学习敦煌壁画临摹技艺。

新华社发（张晓亮 摄）

山东启动“稳粮保供”农技服务行动
2月23日，山东省“万人下乡，稳粮

保供”农技服务大行动暨2023年“春管春

耕春种专项行动”在邹平市启动，全省1.8

万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引导农民

抢抓农时，做好春管春耕春种，助力稳产

保供。图为农机手进行无人机智慧喷洒

作业演示。新华社发（李晓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