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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
市（简称师市）牢记“为民解难、为党
分忧”的使命，“把群众上访变为干部
下访”“把群众合理的诉求解决好”“把
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贯穿信访工作全
过程，切实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
到群众心坎上。

师市四十二团龙口镇构建“网格化
布局、信息化支撑、规范化管理、亲情
化服务”的信访工作格局。建立矛盾纠
纷排查领导分工负责制，遵循“连队属
地、部门属事、条块结合”原则，按照

“团镇领导包片、科室包连、干部包
户”的机制，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基层一
线，开展“矛盾大排查、诉求大走
访”，做到了责任不落实不放手、工作
不到位不放手、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开
展《信访工作条例》宣传进连队、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宣传活动 28 场
次，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覆盖群众
1万余人次，在全团镇营造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环境。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
位，换位思考，进行有理推定，明确陈年
积案、重信重访和突出特殊疑难问题的责
任主体，联合法院、检察院、司法、公安
联调联处，面对面答复，用真情感化群
众，用真心换取群众的信任，用真诚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推进矛盾问题
纠纷解决。搭建网上诉求工作平台，线上
收集群众诉求，群众诉求“码”上办，落
实诉求渠道、处理过程、结果反馈阳光信
访制度，推行司法、人民、行政调解，建
立兵地联合调解室，人民调解中心、“公
调联调室”等聚焦多方力量合力化解矛盾
纠纷，实现服务“零距离”、诉求“快响
应”。

师市四十四团永安镇搭建“一站
式”中心、组建“多元化”调解队伍，
调处成功率达97%。团镇依托综治中
心建立责任网格，连队（社区）依托人
民调解委员会建立23个基层网格，学

校、医院等依托专业调解组织建立4个
专属网格，将综治中心、信访接待中
心、法律服务中心“多中心合一”，组
建“网格员”调解队伍，走访入户排查
小隐患、控制小苗头、调处小纠纷、提
供小服务、解决小困难，把倾向性、苗
头性、萌芽性矛盾纠纷消除在初始阶
段。组建矛盾化解“专家团”，按照

“1＋X”模式组建团队，“1”是1名信
访办工作人员，“X”是公安、司法、
妇联、民政、社保等部门负责人，全员
参与调解工作。打造“多领域”调解队
伍，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
解机制，培养一批调解能手开展矛盾化
解工作。开展职工群众说事、百姓议
事、妇女议事等各类协商议事活动，邀
请威望高、说话“有影响、有分量”的

“治理能人”参与矛盾化解，对每个纠
纷调处、每件民生诉求，及时接待、及
时化解、及时反馈，把“送上门的群众
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

师市四十九团海安镇建立“123”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不断提升职工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围绕

“平安不出事，服务零距离，矛盾一线
调”为核心，建强线上线下两个平台，
普及“海安便民”微信小程序，收集群众
诉求，实现网上分流转办、限时办结、回
访问效。建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
开通法律、信访窗口，加强“石榴籽”调
解室和心理咨询室建设，整合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家库，提供“点餐
式”服务，确保群众“最多跑一趟”和

“一趟不用跑”。健全风险提醒、回访问效
和年底考评三项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和群
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畅通无
阻。织密“三张网”，压实领导责任网，
完善领导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制度，与群
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唠家常、谋共识，实现
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只找一次人、最
多访一次”。组建多渠道“调解网”，健全
完善信访联席会议机制，落实首访、首接

责任，发动老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法律顾问、行业主管等力量积极参
与，逐级化解，限时销号，打通调解工
作责任落实的“最后一米”。织密“走
访网”，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变“坐诊
式”接访为“出诊式”走访，变“固定
化”核查为“常态化”排查，变“零散
化”自查为“组
合式”排查，以

“头雁效应”激
发 “ 群 雁 活
力”，变“堵”
为 “ 疏 ”、 变

“控”为“化”，
领导干部既当指
挥员、又当战斗
员，变坐等群众
上门反映问题为
主动下沉了解情
况、到群众中去
解决问题。

群众工作永远在路上，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服务群众无止境，第三师图
木舒克市牢记职责使命，不断探索和实
践新时代群众工作，更好地为职工群众
服务，不断加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
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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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初冬时节，“兴竹号”交通船自
青岛市西海岸琅琊镇码头缓缓离岸，
身后白浪逶迤，眼前波光荡漾，对岸
斋堂岛层林尽染、村居静谧，仿佛触
手可及的世外桃源。不出 10 分钟，

“兴竹号”已在斋堂岛码头靠岸。民
盟黄岛区工委 20 余名盟员依次下
船，就文旅产业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开
展实地调研。

“这是真正的‘一衣带水’!”调
研组成员、民盟黄岛区工委副主委肖
梅感叹这里不仅具备出行便利的优
势，又有“超然世外”的海岛游体
验，离岸距离在旅游开发方面得天独
厚。除却地理区位优势，这个面积不
过 0.5 平方公里的小岛还涵盖了礁
石、沙滩、密林、沟谷等自然景观和
秦、齐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资源独特，但与陆地隔绝也
为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带来了不便。尽
管岛上水电管网一应俱全，也初步具
备了民宿、渔家宴等旅游业态，但相
较青岛市甚至周边地区的整体发展，
斋堂岛仍然像一处“隐秘的角落”，
交通、医疗、环卫等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年轻人要发展，肯定
不会一直留在岛上，而且因为工作忙，
周末也很少回来。”斋堂岛村民肖大爷
的儿子如今已经举家搬迁到了岛外，提
及自己如今的生活状态，他感慨不已。

“像斋堂岛这种文旅资源优势突
出、产业社会发展不足的情况，恰好反
映出琅琊镇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民
盟青岛市委会社会服务部负责人张红梅
介绍，去年以来，民盟青岛市委会和中
共琅琊镇党委联手共建“民盟青岛专家
服务站”，利用民盟联系广泛、资源密
集的优势，围绕海洋文旅、养殖捕捞、
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项目，广泛开展调
研走访、智力咨询、信息服务活动，为
当地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助力。

通过长期合作，民盟专家、中国海
洋大学旅游学系主任董志文对琅琊镇的
文旅资源如数家珍：“琅琊港是我国海
上丝绸之路早期重要贸易港口，琅琊台
是国际认定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台之
一，始皇祭海、徐福东渡等历史传说，
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另
外，琅琊镇山海荟萃、气候宜人，当地
的渔业、农耕文化也可以迎合都市人对

田园牧歌的好奇与向往。”
那么，如何才能让当地丰富的文旅

资源为乡村振兴赋能？带着这个问题，
民盟青岛市委会连续两年赴广西南宁、
防城港、湖北恩施等地寻觅他山之石，
从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乡村振兴视
域下农民主体激发活力路径、推动青岛
海洋文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多个角
度形成10余件调研报告、社情民意信
息，并向青岛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
交了《充分挖掘琅琊文化资源价值，打
造青岛文旅发展新高地》的提案。

民盟青岛市委会参政议政处负责人
张栋建议，要站位于为青岛高品质湾区
城市建设注入历史文化元素的角度，借
助琅琊台考古发现契机，充分挖掘琅琊
文化中海洋文化、海上经贸、天文研
究、书法艺术等各个角度的历史文化资
源，通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升格
琅琊文化论坛层次、整合规划区域文旅
资源、策划打造文化节庆项目、加强琅
琊文创产品开发等途径，一体协同推进
遗址保护、文物展示、文旅规划和产业
发展工作，让琅琊文化不只局限于琅琊

镇，而是要成为青岛新的城市名片。
“最重要的，还是促进文旅产业和

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让居民享发展、
得实惠。”盟员张晓提出，当地居民是
琅琊文化的具体承载者，也应当成为乡
村振兴的主体，要让居民充分参与产业
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运营过程，
将他们生活、发展、延续的需求“内
置”于地区发展前景之中。

据琅琊镇宣传统战委员刘军介绍，
目前，琅琊镇已依托龙湾、琅琊台、将
军台、望龙台等优质旅游资源，打造了
望龙台旅游民宿集聚区，在推进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加600余个就
业岗位，拓宽了当地群众致富渠道。伴
随《琅琊镇小城镇创新行动实施方案》
的进一步落实，琅琊镇将在发展全域旅
游的同时，带动公共服务能力的全面提
升。“比如，针对游客对民宿、露营等
沉浸式旅游的需求，对道路、村居进行
统一升级改造；借助游客中心建设的契
机，提升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现代物
流等公共服务能力，让年轻人足不出
镇、足不出岛实现发展，让老人们有一
个儿孙绕膝的幸福晚年。”

民盟青岛市委会助推文旅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海上小岛脱困去 琅琊乡愁入画来
陈小艳 陈笑蔚 张东媛

汽车经过青海省乌兰县某个村子的
时候，忽有六出飘落。路旁有儿童用不锈
钢小碗接着从天而降的雪花，让我想起
了“银碗盛白雪”的老话。车行向前，上至
半山腰，一开始稀稀落落的雪花已经变
成又大又密的风搅雪。不一会儿，连绵起
伏的群山就白了头。这比川剧变脸来得
还快的天象，让我这年逾古稀的老汉第
一次见到了“六月雪”。还好，大雪下了四
十分钟左右就停下来了，但暑天的雪花
却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随行的小刘是
当地人，他告诉我们，在乌兰县，这样的
天象是常有的。尤其是翻越完颜通山的
时候，常常有盛夏飘雪的情况发生，这座
高山海拔3000多米，层峦叠嶂，岭岭相
连。而翻过这座高山，离我们此行的目的
地——茶卡盐湖就不远了。

“茶卡”在藏语里是盐池、青盐之海
的意思。古往今来，这里以盛产“大青盐”
而闻名。相传，远古时期的茶卡遍地是
金银珠宝，山神魔怪为了抢夺财宝，连
年发动战争，百姓苦不堪言。天上的西
王母得知此事，顿生怜悯之心，就下令
天上的司水之神开闸放水，将大量财宝
埋于水下，并派了 1000 名仙女日夜看
守。从此，东西长15.8公里，南北宽9.2
公里，总面积 105 平方公里的盐湖，宛
如晶莹剔透的羊脂玉宝石，镶嵌在美丽
的茶卡。

茶卡独特的盐湖风光每年都吸引着
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成为生态旅游与工
业观光的新型景区。游人到了这里，大概
也受了神话传说的影响，想做一回人间
仙人，他们或仰或卧，或拥抱或亲吻，或
拍照或录像，玩得好不快活。尤其是每年
的农历五月十五，是牧民的祭湖日，结伴
而来的人们带着松枝、酥油、炒面，到湖
畔祈祷祭祀。穿着靓丽的牧民簇拥到湖
边，搭起帐篷或支好毡房，远远望去，像
洁白的雪莲花盛开在草原上。长袖善舞
的姑娘们总爱摘下自己的头饰或围巾，

摆一个漂亮的姿势，拍照留念。此时此
刻，不少游客也纷纷举起手中的长枪短
炮，留下这毕生难忘的瞬间。

在这银装素裹的茶卡盐湖，路是白
色，堤坝是白色，各种造型独特的盐雕也
是白色的。沿着堤坝前行，可以参观小岛
上的盐雕群像，也可以坐上小火车到达
盐湖中心。沿途既可以观赏小路两旁的
风景，也可以在适当的位置下来，挽起裤
腿下到浓度极高的湖水里，体验一下盐
水浴的乐趣。

湖水盐分浓度虽高，一眼望去却十
分清澈。辽阔的水面绵延到远处，仿佛和
天边的云彩混合在了一起，若隐若现，让
人赏心悦目。望着眼前美景，我不禁举起
相机，拍下几张照片。没想到仔细查看照
片，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现象——这些照
片无论正看还是倒看，根本分不清哪个
是湖里倒影，哪个是真正的本体！茶卡盐
湖仿佛一面巨大的平面镜，把天空的云
朵都捕进这片镜子里，让人云里雾里，傻
傻分不清楚，难怪这里被人们称为“天空
之镜”。

如果说白天的茶卡盐湖是个活泼的
小女孩，那么黄昏的茶卡盐湖就是个亭
亭玉立的少女。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染
红了天边的云霞，光线洒在湖面上，荡起
层层光的波浪。等太阳徐徐落到水面与
天空交接处，云霞也缓缓被黛色的云霭
代替。此时，月亮出来了，可太阳的余晖
却还未褪去，于是太阳和月亮便同时出
现在湖面上，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幕！大自
然的美丽奇观着实令人惊叹！

茶卡一日，让我经历了一次有别于
许多风景名胜的旅行。这里没有高楼大
厦，没有灯红酒绿，没有矫揉造作，一切全
是自然，就连上了岁数的人，都想在晶莹
剔透的盐路上随意找一处开阔地，摆一个

“pose”、留一张倩影。那一刻，所有人都觉
得自己越活越年轻啦。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茶卡盐湖纪行
王树理

秋风起，高粱红。近日，素有“南国汤
沟酒、开坛十里香”美誉的江苏省灌南县
汤沟镇，成功举办首届万亩高粱开镰节，
火红的高粱和穿梭的联合收割机构成一
幅喜人的丰收画卷。

“酿酒业是汤沟镇的支柱产业，高粱
是酿酒的重要原料，汤沟镇酿酒企业之
前主要从外地购买，不仅成本高质量也
不能完全保证。去年，县政协开展汤沟厂
镇融合发展专题调研，提出了优化酿酒
产业配套、扩大高粱种植规模等合理化
建议。今年，汤沟镇示范推广糯高粱
11000多亩，涉及农户550多户，实现增
收500多万元。根据市场需求，我们明年
将继续实行‘订单式种植、保护价收购’
的‘政企联合’模式，扩大种植规模，提供
技术指导，带动更多农民通过种植高粱
增加收入。”县政协委员、汤沟镇党委副
书记张辉在近日举行的县政协“发展主
导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专题协商会上
介绍说。

近年来，灌南县政协积极发挥委员
作用，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助力农民增
收，积极赋能乡村振兴，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我们灌南的
特色农产品——红薯粉丝，100%使用红
薯粉加工，口感非常好，价格也公道
……”“双11”之际，县政协委员、灌南
新农人主播许睿在他创办的灌农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网络直播间内，精心展示着
灌南县的特色农产品，邻近的几个直播
间也在忙个不停。

今年2月，县政协报送的《关于加大
我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灌香南得”推

广使用力度的建议》受到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批示有关部门加大推
介力度，提高品牌形象，推动灌南从农业
大县迈向农业强县。随后，县政协利用多
个场合进行宣传引导，让“灌香南得”品
牌走进千家万户、商场超市，4月12日，
在江苏省电商公共服务全省行灌南站活
动中，连云港市商务局和灌南县领导共
同为“灌香南得”揭牌。

“我们今年已经举办线上直播助农
带货10余场，销售额突破百万元，下一
步我们将通过抖音、淘宝等平台，统筹规
划，精准发力，让灌南的优质稻麦、杏鲍
菇、大闸蟹等农产品以‘灌香南得’品牌
进行推广销售，持续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谈起电商助农，许睿信心满满。

灌南全县种植葡萄达3万亩，拥有
绿色品牌6个，年产量5万吨，催生了总
产值近8亿元的“甜蜜经济”，带动5000
余人实现就业增收。但在种植过程中，也
存在种植技术不规范、品种选择不对路
等问题，有的种植户面临丰收不增收的
尴尬局面。

7月上旬，县政协召开“做大做强葡
萄产业”协商议事会，邀请农技专家、种
植大户、创业能人、销售电商一起把脉会
诊，就栽培技术、葡萄质量、品牌打造、人
才培养、采摘体验、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等方面问题广泛协商，务求实效。

“推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产
业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一以贯之地
利用专题会议、视察调研、提案和社情民
意信息等多种形式建言献策，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县政协主
席廖朝兵表示。

江苏灌南政协建言县域主导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高粱香葡萄甜 农民富产业旺
高菊 本报记者 江迪

之前老家农忙，我和老公趁着周
末一起回家帮忙。因为并没有提前和
公婆打招呼，待到家一看，果然大门紧
锁。想来公婆都在田间忙活，于是我便
留在家做饭，老公则直接去田间帮忙。

将带来的食材简单准备妥当，我
看洗衣机旁还有换下的衣服，便又赶
紧放进洗衣机清洗，然后晾晒。一番操
作下来，看看时间，已经是做饭正当
时。于是，一通烹煮煎炸，像模像样的
几道菜便完成了。这时，老公已经先行
回来，大声喊我：“老婆，饭做好了吗？
我们回来了。”我这边应着：“好了。”随
后便听到公婆进门的声音。

婆婆一进门就直奔厨房，满口歉
意地说：“你们要回来，昨天为什么不
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可以给你们买点
好吃的。你看我这啥也没准备，还要你
们帮着一通忙活。”我笑着回她：“我们
又不是客人，还用提前通知？再说了，
烧饭做菜也不是什么麻烦事。”看婆婆
满脸笑容，老公故意大着嗓门告诉我：

“妈听说你在做饭，可舍不得了，刚才

非得急着回来说要自己做！”
一家人说说笑笑坐下开饭。等菜端

上了桌，公公感慨地说：“农忙好几天了，
也没空上街买菜，今天沾儿子儿媳的光
了。”听着公公的夸奖，我也不禁心中欢
喜。和老公结婚10多年，公婆只要知道
我们回家，哪怕再忙，也会抽空上街买
菜，给我们做好吃的，而他们自己却总是
一忙起来就胡乱吃几口对付。这次回家
力所能及地帮一点忙，也算是我们尽了
一份孝心。

饭后有邻居来串门，感叹公婆今天
吃饭早，说有儿子儿媳妇帮忙就是不
一样。我听着，心里不由生出更多感
慨。以前的我总觉得，于婆婆家而言，
我就是客。他们对我好不好，从态度
上、从饭菜上都能反映出来。我若是有
心计较这些，不仅自己不快乐，也误解
了他们。于是，我慢慢改变了自己的想
法：我不是这个家的客人，而是这个家
的一分子。不比较、不奢求、多付出，做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就永远是幸
福的一家人。

别成了自家的客
管洪芬

每逢家里来客人，我忙着沏茶倒
水时，老伴总喜欢邀请客人到阳台参
观她的“花圃”。她指指点点，俨然是个
种花的行家。若有人赞赏几句，老伴更
是笑得犹如一朵盛开的花。

老伴爱上养花，完全是“无心插
柳”。前年退休后，我家乔迁新居。担心
室内残留气体会影响家人健康，老伴
便去市场买了三盆虎皮兰、两盆芦荟。
这两种花都是极易养活的，特别是几
盆吊兰，先后开了花、结出了“果
实”——朵朵小吊兰。于是，老伴便买
回10多个空花盆，填上泥土，把小吊
兰分别栽到盆里。时间不长，吊兰们便
在新家里生根，吐出耀眼的绿。

夏天里，老伴喜欢在窗台边种几
棵太阳花。太阳花喜欢阳光，一根茎秆
插土就可以成活，但水分一定不要大，
否则会烂根。太阳花的花苞特别多，有
的一天可以开几十朵，但太阳落山的
时候，花就会谢掉。不过大可不必为它
担心，因为第二天它依旧会绽放出新
的花苞。

绿萝是老伴捡回来的。去年冬天在地
下停车场，她看到垃圾桶旁有一盆蔫了的
绿萝，便拿回家用剪子剪去黄叶，浇透水。
几天后，绿萝竟然活了过来。老伴说，植物
虽弱小，亦是生命，也应爱护珍惜。

四季更替，阳台的“花圃”在老伴的
悉心照料下越来越茂盛。绿萝的藤条从
盆中垂到地上，油绿油绿的。金鱼草开花
了，一朵一朵橘黄的“小金鱼”挂在花枝
上分外养眼。吊兰更是爆盆了，小吊兰分
支从盆外垂下一圈，风一吹，个个晃着

“小脑袋”，风姿绰约。最惊奇的是虎皮
兰，竟然也开花了。聚拢的花不独立成朵
而是连成一串，开得优雅恬静。

自从养了花，老伴每当遇到烦闷之
事，就回家看看花草，给它们浇浇水、摘
摘黄叶、松松土，所有的活干完，烦闷也
烟消云散。老伴说，生活不如意事常有，
养花能让人从当前的状态中抽离出来，
享受片刻的宁静，时间久了心态也会平
稳。正所谓闲看花开花落，静看云卷云
舒，用平常心去过好当下，是老伴养花最
大的感悟。

养花养身心
陆明华

农户在采挖竹笋。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长塘
镇桃园村依托资源优势做好竹文章，通过发展竹产业帮助
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有效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受到群
众的欢迎和肯定。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