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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润城乡 入目皆新景
—青海海西州乌兰县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

◎ 赵越

开办家庭宾馆
给群众带来好日子

从乌兰县城出发，开车1个小时就到了茶卡镇
茶卡村。茶卡村里，坐落着一排排整齐的家庭宾馆、
民宿，柏油路延伸到每家每户。

“他们什么时候来啊？现在急需用人。”在茶卡
村一家名为“莫凡意净”的民宿里，老板曹彦虎一边
收拾房间，一边打电话询问打扫卫生的人何时来。

“旅游旺季到了，游客就多了，最近客房都是满房状
态，一拨人刚走，另一拨人立马就会住进来，我们人
手根本不够。”

这家民宿的客房有 20 间，凝聚了曹彦虎兄
弟二人的心血。房间形式多样，有星空房、吊床
房、实木大床房等，还配备了泳池、茶室，能够满
足各种人群的需求。来自四川的游客张先生说：

“这里的环境很舒适，我和家人都很喜欢。”
曹彦虎是茶卡村村民，之前一直在外打工，后

来茶卡村整体搬迁到距离茶卡天空壹号景区3公
里左右的地方，这让他嗅到了旅游商机，于是2015
年，曹彦虎在村里开起了第一家民宿。

曹彦虎肯学、肯钻研，在海西州及乌兰县各级
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多次参加培训，并前往浙
江学习如何经营民宿，并对自家的民宿提档升级，
升级后的民宿生意越来越红火。在曹彦虎的带动
下，茶卡村的村民纷纷加入到开办民宿的队伍中。

茶卡村党支部委员翟惠平介绍，茶卡村村民以
前以种植小麦、土豆和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乘着茶卡盐湖旅游业的东风，村民们筹钱
开办家庭宾馆、民宿，旅游成为增收致富的主要渠
道之一。据了解，茶卡村有209户村民，如今，开设
家庭宾馆的村民有207户，床位达3850张，2023年
民宿平均收入8万元，人均纯收入2.05万元。

海西州成立70年以来，乌兰县一直以脚踏实
地的态度努力建设更加美丽的乌兰，这是一份来之
不易的成绩单。接下来，乌兰县将继续以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奋力勾画精神文明建设新画卷。

乌兰县希里沟镇城中社区石榴籽书屋里，书
架整齐划一，图书陈列有序。

“别看我们这个书屋小，但是‘五脏俱全’，目
前共有1800余册书籍，种类涵盖党史教育、政治
经济、医疗保健、文学、心理等领域，能满足读者
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城中社区副主任马芬兰说，

“自从社区有了书屋，这里便成了群众长知识、学
技术的地方之一。”

辖区居民李丽敏就是石榴籽书屋的常客之
一。因为书屋就在家门口，借阅很方便，所以只要
有时间，李丽敏就会来书屋一边看书，一边享受
惬意时光，有时候，她还会借些文学、心理方面的
书籍。

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爱心超市同
样深受群众的欢迎。超市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
日用品，墙壁上悬挂着积分管理及奖励制度。凡
是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辖区居民累积到一定分
值，就能在这家超市里兑换相应的物品。

辖区居民乔女士平日里热衷公益，喜欢帮助
他人，即使身患癌症也保持着良好的心态。只要
社区组织志愿服务活动，乔女士就会参加。“受她
的影响，现在社区有活动，大家都会抢着干，辖区
的环境越来越干净，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
也越来越高。”马芬兰说。

不仅如此，乌兰县引导各村运用红白理事
会、制定村规民约等，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
习活动，让村民们沐浴在文明清风里。

在希里沟镇西庄村村民委员会的一面墙上，
“移风易俗引领风尚 文明新风润泽西庄”16个红
色大字十分显眼。红字下面是移风易俗三字经、

“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倡议书、红白理
事会成员名单以及红白理事会章程等。

“以前，大家在婚丧嫁娶方面都喜欢大操大
办、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现象比比皆是。自从
村里提倡移风易俗以来，红白喜事讲排场、比阔
气的陈规陋习明显少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变
多了，村民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关系也更融洽
了。”西庄村党支部委员靳玉林说。

西庄村村史馆以图文形式详细记录了村情
概况及发展变化，还有大量的生产用具和生活
用品实物的陈列展示，向世人记述了村里生产
力的发展状况、生活习惯的演变。靳玉林说：“村
史馆是村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也是党
员党性教育基地，进一步引导党员发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西庄村还有一个特别的场
所，那就是希里沟民俗文化展览馆（以下简称展
览馆）。展览馆共有2层11间展厅，是乌兰县第
一座集地方民俗、农耕文化、乡风文明和红色传
承为一体的展览馆。

“展览馆于2019年9月开馆至今，先后接待
全国及省内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高校学
生、青少年以及游客等5万余人，已成为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展览馆负责
人马进全介绍。

在图书室、光影流声、老灶火、自行车、摩托
车、民族团结、民兵排等展厅内，摆放着从上世
纪40年代到现在的1万余件展品，涉及书籍、
信件、票据、电视、收音机、自行车、摩托车等不
同时期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生活用品、钱币
证契、红色物件，见证了乌兰县甚至海西州的时
代变迁。

马进全是希里沟镇西庄村人，他说：“这些展
品中，一部分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另一部分是我

从海西州各县收集来的，它们集中反
映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现在海西
州各族群众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民俗
民风，记录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据了解，这些老物件原本被马进
全收藏在家里，但由于收藏品越来越
多，他家里没有任何空闲地方能容纳
它们了。没办法，马进全找到了镇政
府寻求帮助。

希里沟镇人民政府得知此事后，
本着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原则，将原
希里沟政府大院的办公楼修缮整理
后，用于收藏这些老物件。于是，马进
全把老物件们从家里搬到了这座楼
里，免费开起了展览馆。

如今，昔日的土坯房、木头房早已变成砖瓦
房和楼房，但这家展览馆的存在，让乌兰县的后
人记住了乡愁，弘扬精神文明，为乡村建设注入
活力。

“村里的农机服务队可给大家帮大忙了。”柯
柯镇南沙沟村的一名村民说。

村民说的农机服务队成立于2022年，共有
10名成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后持证上岗的。南
沙沟村驻村第一书记马应忠介绍，2022年之前，
村民们耕地、种地只能租赁农机，不仅成本高，还
挣不上钱。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一直是南沙沟
村的一件烦心事，为此，南沙沟村审时度势，成立

了乌兰县第一家农机服务队，并于 2022 年至
2023年先后购置了各种型号拖拉机、播种机、收
割机、旋耕机等多种农机，在村里和周边村落全
面开展锄草、翻地、播种、收割等一站式农机服
务，借此壮大村集体经济。

很快，农机服务队就以其过硬的技术、优质的
服务赢得了本村及柯柯镇东沙沟村、西沙沟村等周
边村落的好口碑，同时也获得了邻村不少的服务合

同。“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延长产业链，我们村的农
机服务订单业务越来越广，收入也越来越多。”

据了解，靠着农机服务队，2022年底，南沙
沟村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5.7万元，2023年，
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37万元。马应忠表示，
今后，南沙沟村将不断扩大农机服务队运营规
模，为全镇乃至周边市县的农耕生产提供更多优
质的农机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暑假里，父母忙于工作没时间照顾孩子怎么
办？柯柯镇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暑假课堂”来
帮忙。

一间能容纳50余人的教室，加上中村“两
委”以及10余名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这就是“暑假课堂”的标配。志愿者们主要围绕孩
子的作业辅导、安全教育、文体活动以及红色教
育等提供服务。

“今年是‘暑假课堂’开课第5年，我们继续

面向村里6岁至14岁的中小学生免费开办，活
动时间从7月21日开始到8月9日结束。”中村
工作人员说。

中村村民马占花有两个女儿，他弟弟有两个
儿子，每年都参加“暑假课堂”的活动。“以前一放
暑假，这几个孩子的照顾就成了问题，现在，我和
弟弟不用担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和安全问题，可
以毫无顾虑地外出务工，这个课堂办得好。”说起

“暑假课堂”，马占花连连称赞。

中村工作人员说：“‘暑假课堂’不仅让家长
没有了后顾之忧，还能提高中村未成年人的思想
道德素质，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
高质量完成假期作业。同时，开展的活动能培养
孩子们动手、动脑、观察等诸多方面的能力及孝
敬父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思想感
情。还有，活动能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文明实践
活动，发扬志愿精神，进一步推动了中村精神文
明建设。”

街巷干净整洁，

文明标语随处可见，

村规民约口口相传，公共服务日

益完善，各族人民素质不断提高，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70周岁生日之际，漫步于乌兰县城乡各处，风景秀

美，一幅幅以文明为底色的美丽画卷格外引人瞩目。

多年来，在海西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乌兰县委、县政府统筹

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巩固

精神文明建设新成果，为县域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和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润

的道德滋养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明培育向好向善

农机服务队带动乡村振兴

“暑假课堂”让孩子假期生活更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