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破除人才瓶颈制约， 让更
多年轻干部能干事、 留得住， 打造一支发展结构与乡村
实际发展需求相适配的队伍。 近年来， 在昌平区乡村振
兴蓝图绘就的过程中， 农业 “头雁” 们无疑是最亮眼的
色彩。 他们凭借坚定的方向感和引领 “雁群” 整齐向前
的智慧和力量， 成为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

组建全市首支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联盟

“小哥”群体深夜加班怎么办？ 这个街道出实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尚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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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毕业返乡创业
带来乡村振兴新气象

时值夏季， 记者走进北京金
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
这里翠绿的秧苗与即将成熟的西
瓜交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果农们忙碌的身影在其中穿梭，
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季
做着准备。 在合作社， 一个年轻
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她就是北
京金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 “80后” 新农人杨洋。

大学毕业后， 杨洋义无反顾
地回到家乡， 面对陌生的农业领
域， 她凭着一股热情和冲劲， 一
头扎进了合作社的经营中。 技术
不懂就学技术、 管理跟不上就抓
管理， 杨洋逐渐在农业领域闯出
了名堂。 2011年， 北京金惠农农
业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她担任
理事长， 带领合作社走上了绿色
发展和融合发展的道路。 谈及成
立合作社的初衷， 杨洋表示， 她
看到有些农户仍然采用原始的生
产和售卖方式， 辛勤劳作却难以
获得应有的回报， 决心带着大家
一起致富。

“作为农业的 ‘头雁’， 我
们要在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中
发挥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
杨洋说， 农业 “头雁” 们不仅要
有坚定的方向感， 还要具备引领
“雁群” 向前的智慧和力量。 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 杨洋于2019年
成立北京金惠农农业专业合作社

田间学校。 在田间地头， 杨洋指
导果农进行种植和管理。 她还注
重引入新技术、 新品种， 通过试
验示范的方式带动村民一起尝试
创新种植。

在她的带领下， 兴寿镇的农
产品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特色农
产品如四季草莓、 特色番茄和吊
秧西瓜等逐渐在市场上崭露头
角 ， 成为消费者喜爱的绿色食
品。 这所学校面向村民开展贴近
生产实际、 实用性强的培训， 旨
在提高村民的种植技能和市场竞
争力。 在她的带动下， 如今已有
300余名村民实现了自主就业 ，
技能培训1000余人次。

目前， 兴寿镇已有40余名像
杨洋这样的 “头雁”， 他们包括
支部书记、 第一书记以及后备干
部等， 形成了 “头雁领航， 雁阵
齐飞” 的工作格局。 在 “头雁”
的领航下， 兴寿镇还建立了 “四
百人才” 库， 这些人才依托自身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创新举办乡
村文化生活年和西瓜节等系列活
动， 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生
活， 也提高了兴寿镇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头雁” 田间学校授农以需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崔村
镇同样重视并致力于人才培养。
初夏的微风拂过， 崔村镇的樱桃
园里， 一颗颗饱满的樱桃点缀在
绿叶之间， 闪烁着诱人的光泽。
樱桃树下， 55岁的 “头雁” 李振

明正在为村民讲解樱桃树的修剪
技巧。

自2013年起 ， 李振 明 便 肩
负起了引领村民致富的重任 ，
成立了北京振明顺通果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 起初， 合作社仅有5
户农户参与， 但在他的不懈努
力下 ， 合 作 社 逐 渐 发 展壮大 ，
如今已拥有160余户社员， 并成
功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共同参
与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 形成
了一个紧密合作的乡村振兴共同
体。

作为 “头雁”， 李振明深知
不仅要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和销
售渠道， 还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 让他们真正参与到乡
村振兴中来 。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 李振明不断努力提升产品质
量和品牌价值， 引进先进的农业
技术和管理经验， 邀请技术人员
和专家为村民进行涵盖修剪、 管
理 、 植保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培
训， 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种植技能
和管理水平， 也为合作社的长期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 他
还积极开拓市场， 通过合作社的
力量将农产品销售到更广阔的市
场， 让村民的产品能够卖出一个
好价钱。

“我们非常重视 ‘头雁’ 们
的素质和能力提升。 他们是乡村
振兴的关键力量， 只有不断提升
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更好地
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 带动更多
村民走上富裕的道路 。” 崔村镇
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马振华告
诉记者。

为了进一步提升“头雁”们的
素质和能力，崔村镇定期组织“头
雁”们参加座谈会、培训等活动，
让他们交流经验、分享心得。接下
来，崔村镇将继续加大对“头雁”
们的支持力度， 同时还将加强与
其他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引进更
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孙艳

昌平区解锁乡村振兴“人才密码”

“这里有个24小时开放的落
脚地。” 近日， 在朝阳区双井辖
区工作了3年的李师傅迫不及待
在工作群里跟同事们分享着驿站
定位。 “夏天深夜点单量变多，
赶上周末一晚上送了60多单， 到
凌晨也没顾上吃饭， 路过这里发
现还亮着灯， 输入密码就能进来
吃口面， 还有躺椅能过夜休息，
我就喊了几个附近的同事一起过
来休息。”

据悉， 为推动快递、 外卖、
网约车 “小哥” 等新就业形态
劳 动 者 群 体 融 入 首 都 发 展 ，
双井街道依托思想引领、 公益服
务和基层治理三位一体暖心服务
模 式 ， 升 级 打 造 两 处 24小 时
“美井骑士全时驿站”。 结合外卖
行业、 网约车行业人员流动快、

周期短、 工作时效强的特点， 以
及快递小哥划片管理 、 相对稳
定、 周期固定的特点， 双井街道
在辖区二十二院街艺术区和万利
中心分别建设 “美井骑士全时驿
站”。

走进24小时 “不打烊 ” 的
“美井骑士全时驿站”， 身穿不同
颜色工作服的骑手小哥进进出
出， 屋内桌椅、 饮用水以及紧急
药品等日常物品一应俱全， 还添
置了雨伞 、 口罩 、 纸巾等小物
品， 解决户外劳动者 “喝水难、
休息难” 等现实问题。 自驿站5
月开放以来， 这里很快就成为快
递、 外卖、 网约车 “小哥” 们工
作之余结伴休息的好去处。

与此同时 ， “美井骑士全
时驿站” 依托 “美井骑士卡” 积

分兑换， 变动员为成员， 以该街
道 “掌上双井” 随手拍模块为基
础 ， 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一键直达”， 通过随手拍把发现
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街道， 推动
“接诉即办” 向 “未诉先办 ” 发
展。 此外， 常态化引导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参与安全保障、 雨
季防汛、 桶站值守等各项志愿服
务活动和政策咨询、 手工制作、
趣味运动等休闲活动， 让 “驿家
人” 参与从 “常出现” 变成 “常
联系”。

下一步， 双井街道将持续擦
亮 “美井骑士全时驿站” 品牌，
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解决
末端配送中的实际问题， 引导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在融入城市
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记者 陈曦

今年6月是第23个全国“安全
生产月”。 近日，西城区在金融街
购物中心广场举办主题为 “人人
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畅通生
命通道” 主题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

“为提高金融街地区安全事
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提高地
区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针对辖区
金融机构多、企业总部多、商务楼
宇多等特点， 金融街街道聚焦楼
宇应急安全需求， 将辖区划分为
14个片区， 在西城区应急管理局
的指导下， 率先组建全市应急第
一响应人队伍联盟。 联盟包括辖
区8家企业单位， 联盟成立后，各
成员单位加强联动， 强化协同能
力，筑牢辖区应急安全防线。 ”该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现场咨询区， 相关部门围
绕活动主题耐心细致地讲解市民
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 防灾减灾

等方面问题， 大力宣传安全生产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知
识和避险逃生技能。此外，活动还
精心设置安全生产知识闯关、高
处逃生体验、综合用电体验、灭火
演示体验等7个体验区。

在安全生产知识闯关答题
区，市民群众积极参与互动竞猜，
通过各类安全实验解释探究安全
生产知识答案， 用科学的手段现
场解惑，破解安全类谣言；在安全
急救培训体验区， 市民群众在西
城区红十字会专业老师的指导
下，学习心肺复苏（CPR）、自动体
外除颤器（AED）的使用、止血和
包扎技巧等基本急救知识。

下一步，西城区将以“安全生
产月”为契机，在辖区持续开展多
种形式应急安全宣传活动， 引导
市民群众树立安全生产理念，进
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切实保
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范思佳

为推进养老助餐便利化， 聚
焦老年人需求， 顺义区民政局近
日开展多元支付 “一码通办” 试
点工作， 通过科技手段助力老年
人助餐服务。

顺义区民政局选取石园街道
颐福源老年餐厅石园东区店、 空
港街道老年餐厅、 顺义建北三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3家养老助餐点
作为试点， 自6月1日起， 打通线
下线上支付渠道， 在刷卡、 现金
支付的基础上， 推进使用养老助
餐点小程序支付码。

支付码包含就餐对象身份识
别、 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就餐补贴
判断、在线支付金额、服务数据留
存等信息， 待老年人完成线上支
付后， 系统将自动完成数据收集
并生成服务记录， 拓宽多元化支

付方式的同时有效降低助餐点人
工录入操作成本， 提高助餐服务
效率，实现助餐过程“一码通办”。

“一码通办” 也进一步简化
了老年人就餐流程。 初次使用进
行授权登录及身份认证后， 后续
扫码将自动跳转支付界面， 进行
线上支付即可。 就餐的老年人纷
纷表示： “用手机扫码支付又快
又方便， 既不用担心忘记带卡、
带现金， 而且点餐的时间也缩短
了不少。”

试点两周以来， 通过 “一码
通办” 共开展助餐服务200余人
次。 下一步， 顺义区民政局将结
合试点服务开展情况， 适时在全
区进行推广使用， 满足老年人多
元支付需求， 为老年人带来更加
便捷、 贴心的助餐体验。

西城区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顺义区丰富智慧养老场景

助老餐线上线下“一码通办”

双井街道24小时“美井骑士全时驿站” 开放

“头雁”领航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本报记者 崔欣

为推动村集体产业发展， 助
力乡村振兴， 结合红螺山前文旅
产业特色， 近日， 怀柔区怀柔镇
芦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传
统非遗技艺培训活动， 民宿经营
者和村民共50余人参加活动。

在芦庄村村委会活动室， 培
训老师向村民们讲解传统葫芦烙
印与插花技艺。 花艺老师手把手
教授， 村民认真完成了精美的插

花作品。 此外， 在非遗传承人的
指导下， 村民对葫芦烙印技艺也
有了初步了解， 进一步增强了对
学习传统非遗技艺的热情。

此次活动让村民近距离感受
到非遗之美， 在丰富村民精神文
化生活的同时 ， 让非遗 “老手
艺” 变成致富 “新产业”， 为促
进红螺山前经济发展、 助力芦庄
村集体经济壮大增添助力。

怀柔镇传统非遗技艺培训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