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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叔，又上班啦。”“对呀，挣这份钱就要认
真干呢！”冬阳初起，寂静的小村子开始热闹起
来。一大早，黄龙县界头庙镇红罗圈村下金山组的
公益性岗位保洁员白怀亮就像往常一样，迎着晨光
拿着工具来到自己的保洁责任区开始保洁工作。

“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让我在家门口实现了
就业，我也是上班族的一员了，也拿工资了。”白怀
亮一边说着一边认真打扫着。

和白怀亮一样，佐春梅也是公益性岗位保洁
员。

“有了公益性岗位，我们家的收入得到了很大
提高，生活慢慢变好了。上完班后，还不耽误平时
干农活儿和打零工。”说起生活的变化，界头庙镇
神地村石家庄组的佐春梅眼里洋溢着对未来的憧
憬。有了可观的收入，生活就有了盼头，工作越发
认真负责的佐春梅，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佐春
梅一家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人的精气神也越来
越足。

佐春梅主要负责界头庙镇神地村石家庄组道
路的卫生保洁，每天早上 7点就出门，做好该区域
的清扫保洁工作。除了这份工作，她家还种了几亩
圣女果和一些玉米，干活儿上班两不误。

“开发设置公益性岗位，既避免了直接给钱给
物的弊端，让群众就近就地通过自身的劳动实现就
业增收，又解决了照顾家庭的后顾之忧，真是一件
利民惠民的好事。”界头庙镇社会保障服务站站长
王元介绍说。

像白怀亮、佐春梅这样在公益性岗位实现就业
增收的，在界头庙镇还有很多。

界头庙镇公益性岗位聘请脱贫户是县就业中
心联合各乡镇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界头庙镇针对脱贫户的不同家庭情况，设置与
脱贫户自身发展能力相适应的岗位，帮扶解决群众
就业问题，目的是让脱贫户在就业增收中增强自信
心，提升认可度，激发内生动力，更精准地帮扶广
大脱贫户通过自身劳动实现稳定增收。

一个扫帚，一把小锄头，成了村容旧貌换新颜
的武器，广大脱贫户通过自己的劳动，切切实实增
收，成为美丽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他们
的带动和感染下，村民们也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卫
生习惯，昔日垃圾乱倒、落叶遍地的情形一去不复
返，呈现在眼前的是干净、整洁、宜居的美丽乡
村。

近年来，黄龙县界头庙镇发挥保洁员作用，定
岗位、定标准、定范围，建立健全村庄保洁员制
度，明确保洁员工作职责和考核办法，并对保洁员
的职责进行明确分工，使保洁员之间既有分工又
有合作，共同负责做好全村环境卫生清洁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还利用当地保洁员对地理环境熟
悉的独特优势，快速找到环境整治的重点难点，全
面精准地清理垃圾、污水等，成为环境整治的重要
力量。

“叔，天冷了，给你送点棉衣、棉被，希望你能温暖
过冬。咱搭炉子取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近日，黄龙县白马滩镇政府的干部来到灵火村五保
户彭根有的家中，为他送上冬日“爱心礼包”。

寒冬来临，为保障辖区困难群众能够温暖安
全过冬，提高生活质量，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
们身边，在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黄龙县白马滩
镇村干部为全镇 32名分散五保户送去棉衣棉被、
床单被套等生活物资，让他们在寒冷的天气里感
受到融融暖意。

“每年天一冷，他们总来送各种东西。现在政
策真好呀，特别照顾我们五保户，每月有生活补
贴，冬天还有棉衣棉被，感谢党和政府时刻记挂着
我们这些困难群众。”彭根有感动地说。

白马滩镇神玉村的王文娃也是五保户，没有
子女，劳动能力较弱，所以镇村干部对他格外关
照，总牵挂着他的生活状况。

“最近身体怎么样？生活还有啥困难没？有
困难及时给我们说。”在王文娃的家中，镇村干部
在发放爱心物资的同时耐心叮嘱，仔细询问了解
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查看他的生活保障情
况、健康状况、护理人员照顾是否到位，帮助一一
解决困难。

此外，在寒冬来临之际，白马滩镇组织干部走
进农家院落、深入田间地头，采取“面对面谈心、
一对一核查”的方式了解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状况，
核查惠农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宣讲用电、用水、用
煤等安全小常识，用实际行动察民情、解民惑、暖
民心。

一枝一叶总关情，天寒挡不住送暖人。下一
步，白马滩镇还将通过上门回访、电话问候、邻里
帮助等方式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和防寒情
况，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爱，严格落实好镇村
干部、照料监护人等定时探访要求，切实解决困难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将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工作
落实得更有温度、更可持续，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寒冬有爱“被”感温暖
——黄龙县白马滩镇为困难

群众送过冬物资
通讯员 白杨越

“白大叔成了上班族”
——黄龙县界头庙镇稳岗就业促增收
通讯员 白杨越 朱轶博

作为黄龙县的种粮大乡，崾崄乡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近年来，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增产增收双重考虑，黄
龙县提出玉米单产提升“1+百千万”行动，即打造1个百亩玉米
试验基地、2个百亩“吨良田”、4个千亩密植高效“示范方”和5
万亩整建推进“创建片”。在省市县各级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
精心指导下，崾崄乡高质量完成了1个“千亩方”、整建制推进2
万亩任务。

玉米作为全乡受益面最广、群众基础最扎实、产业链最成
熟的传统产业，规模相对集中、机械化应用广泛是该产业的显
著特征。2023年，崾崄乡紧紧围绕全县粮食生产“稳面积、攻
单产、增总产、提品质”工作思路，持续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
技”物质基础，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策“五良协同”，持续提
高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加快补齐全程机械化生产短板，加
大新型农机装备宣传推广、操作培训的力度，推动农业机械化
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以科技的力量赋能农业生产。

“我们今年的品种以耐密抗逆、高产稳产的中早熟玉米为
主，种植密度为4600株/亩至5000株/亩，按照‘5335’种植模式
进行高效联合作业。”鲁家塬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利介绍说。11
月初，在黄龙县玉米单产提升行动现场观摩会上，崾崄乡鲁家
塬村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玉米机械籽粒现场实打实收，经
过综合测算，最终测出崾崄乡鲁家塬村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
每亩产量1056.80公斤。

种好粮，技当先。提高粮食产量，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离不
开农业机械化的加持。在崾崄乡马蹄掌村盛航恒业农机专业
合作社，各种农业机械整齐排列，他们是种植大户王飞的“好帮
手”。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王飞早早就完成了今年
的秋收工作。“我今年种了1500亩玉米，多亏了这些机械，省时
又省力。”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首要任务，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近年来，崾崄乡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持
续强化“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物质基础，积极落实先进技术集
成示范与推广应用，实施玉米单产提升“1+百千万”行动，不断
推动全乡粮食单产迈上新台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棵古树，一段历史。
在黄龙县圪台乡苜渠村，一棵小叶杨

古树承载着几代村民的乡愁记忆，见证着
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

初冬时节，走进苜渠村，仍能感受树木
的粗壮。眼前的小叶杨树径需 4到 5人才
能勉强搂抱过来。这株古树历经数百年风
霜，依旧屹立如初，展现着蓊郁之美，见证

了当地绿色发展的故事。
这棵小叶杨古树在当地颇受群众的喜

爱。据村里的老人讲，传说这棵树是当年大
宋名将焦赞、孟良所栽植，为的是在归顺朝
廷后，这棵树能像旗杆一样守护这里的后
人，因此这个村叫“木旗”村，后取谐音称为

“苜渠”村。
今年 88岁的老人刘付堂告诉笔者，古

树对当地来说，承载的不仅仅是村民的乡
愁记忆，更是家乡的历史文脉。从小自己
就是坐在树荫下，听着老人侃侃而谈小叶
杨的古往今来，视觉、触觉、听觉一同沉浸
其中。

刘付堂说：“古树是国家保护植物，不但
国家保护，村民也要保护。多少代传下来，
这棵树被保护得很好，树叶也长得很茂盛。”

这棵小叶杨古树是“活的文物”，是当
地历史的见证者。曾经的圪台乡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下，全乡百姓共治共
享绿色生态环境，不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以治理“脏、乱、差”为切入点，大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如今，走进苜
渠村，看到的是基础设施齐全、布局合理，
生态环境优美的美丽新农村。

“变化非常大，路也硬化了，也种上花了，
也有农家乐了。”苜渠村村民贾雪芳说，“晚上
出来有路灯，白天出来空气非常好，我们住
在这里感觉非常幸福。”

为克服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产业基
础差、资金投入压力大等重重困难，圪台乡
把生态旅游、特色产业作为头等大事，一个
个产业落地生根、一份份收入平稳持续、一
户户家庭喜笑颜开。

“我们推进移风易俗，破除旧规陋习，
不断提高村民思想认识，强化基层治理，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切实提升村民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马场村党支部书记荆发明
说，“现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水
平越来越高，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现如今，整个圪台乡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绿色活化石”焕发生机，走进村子，能
听到欢快的笑语声，村民们能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圪台乡纪委书记贠变侠：“古树是活着
的文物，一棵古树见证了一个村子的历史
变迁和岁月更迭，也见证了人们从贫穷走
向小康、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种种
艰辛。只要我们干群努力奋斗，群众生活
会更加富裕，乡风会更加文明，圪台的明天
也会更加美好。”

守护绿色“活化石”百年古树焕新颜
通讯员 陈子龙

玉米丰收粮满仓玉米丰收粮满仓
通讯员 刘宁宁 白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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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苜渠村口的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