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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灾民 党群共建

省委书记张学忠慰问荧民 灾民喜迁新居

省委书记张学忠、市委书记高峰、市长侍俊、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浩生到曲河视察灾情

乡党委书记罗义祥、乡长米养清指导灾民重建 灾民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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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米养清

2006年全体干部合影

党委副书记、政府乡长：赵彪

多志编纂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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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内部份建筑

当政府大门 多政府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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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求发展 新村建设显成效

一一曲诃多青城村新村建设一瞥

千亩良田 干群连心桥

青城村远眺

居民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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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业结构

沿河造田粮食自给工程

宛延曲折的盘山村通路

花岗岩石
固

千亩林海边的一杉林

茂盛成片的桑园

新建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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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党委书记孚茹糕．妻基曩陆指导宾具重建 发展中的砖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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