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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兴茂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人采摘早熟苹果。

庆阳兴茂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苹果基地。

西峰区融媒体中心

金风送爽果飘香，硕果累

累满枝头。近日，在庆阳市西

峰区后官寨镇沟畎村，庆阳兴

茂 义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组

织 附 近 村 民 采 摘 早 熟 苹 果 。

庆 阳 兴 茂 义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社共栽植苹果 140 多亩，其

中 早 熟 苹 果 30 多 亩 ，今 年 预

计 产 量 在 10 万 斤 左 右 ，收 入

20 多万元。

近 年 来 ，西 峰 区 按 照

“ 保 粮 、扩 畜 、提 果 、增 菜 、养

菌 ”总 体 思 路 ，以“ 农 字 号 ”龙

头 企 业 、合 作 社 为 引 领 ，规 模

发展苹果产业。目前，全区苹

果种植面积共有 13.1 万亩，建

成 苹 果 专 业 村 30 个 ，百 亩 以

上标准化示范园 110 处，发展

果农 2.9 万户，户均年增收 2 万

元以上。 （盘小美）

甘州区靖安乡靖平新村。 甘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甘州区融媒体中心

金 秋 十 月 ，走 进 张 掖 市 甘 州 区 ，广 袤

的 农 村 大 地 农 家 小 院 整 齐 划 一 ，宽 阔 平 坦

的 沥 青 路 延 伸 向 远 方 ，崭 新 的 太 阳 能 路 灯

夹 道 而 立 …… 一 幅 幅 美 丽 乡 村 新 图 景 渐 次

展 开 。

今年以来，甘州区认真学习借鉴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改厕、改路、改水、改

房、改电、改气、改厨、改院“八改”工程，全力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和 美

乡村。

房院旧貌换新颜

连日来，梁家墩镇四闸村老旧房屋拆除工

作紧锣密鼓地开展，大型设备陆续入场，工人

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 计 划 拆 除 的 这 些 房 屋 大 多 建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不 仅 老 旧 ，还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

四 闸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张 虎 表

示 ，房 屋 拆 除 后 ，将 会 修 建 安 置 房 ，规 划 物

流 仓 库 等 ，改 善 村 民 居 住 环 境 ，释 放 更 多

发 展 空 间 。

与此同时，在甘浚镇集中安置区二期建设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刷墙、喷漆、安装门

窗，部分新房已初具雏形。

看着即将完工的新居，甘浚村七社村民徐

志明非常高兴。“这里超市、卫生室、快递点、餐

馆应有尽有，真是太方便了！”

据了解，甘浚镇对 S18 线沿线 5 个村进行

房屋拆除和风貌改造提升，群众生活居住条件

得到显著改善。

今年以来，甘州区系统长远谋划村庄建设

和产业发展，“一户一策”制定符合群众需求的

安置方案，合理布局配套产业，切实解决群众

后顾之忧。

环境整治增强群众获得感

近日，在沙井镇五个墩村，村民张宗祥高

兴地说：“我家厕所已经改好了，水冲厕所真是

既干净又方便。”

随着拆除土茅房、旱厕，建起独立卫生间，

配上冲水式洁具，五个墩村人居环境上了一个

新台阶。

沙井镇持续推进“煤改气”工作，逐步扩大

天然气管道网络覆盖范围。

沙井镇小闸村七社村民白维海家厨房里，

壁 挂 炉 已 安 装 上 墙 ，工 作 人 员 正 忙 着 安 装 立

管。“想不到我们也用上了天然气，以后生活做

饭都方便多了。”白维海说。

新墩镇大力推行“甲醇取暖”环保节能锅

炉，让 38 户老年人住上干净舒适的“暖房子”。

同时，积极推进农网改造工程，在双塔民俗村

架设变压器 2 台，新建双回低压电缆线 1 公里、

高压线路 0.36 千米，极大提升了民俗客栈电力

线路负荷承载能力。

今 年 以 来 ，甘 州 区 在 实 施 农 村 改 房 工 程

中，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同步完成改

厕、改气、改电等工程，统筹推进村庄持续净

化、亮化、美化、绿化。“环境干净了，日子更美

了！”当地群众纷纷点赞。

盘活土地赋能发展

在 党 寨 镇 绿 色 低 碳 蔬 菜 产 业 园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工 人 们 铆 足 干 劲 赶 进 度 。 据 了 解 ，

该 产 业 园 是 在 拆 除 党 寨 镇 汪 家 堡 村 六 社 61

院 老 旧 房 屋 后 腾 退 土 地 开 发 建 设 的 项 目 。

“项目建成后将扩大蔬菜外销半径，延伸

蔬菜产业链条，辐射带动周边村社农户增收致

富。”汪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付学海说。

这两天，小满镇康宁村新修建的养殖小区

进入收尾阶段。两排整齐排列的圈舍，在乡村

田园间格外醒目。

今年，康宁村持续推进空置房及老旧房屋

拆除工作，在原有宅基地基础上修建高标准生

态养殖小区 2 个，彻底实现人畜分离。“我们将

继续加大空置房和老旧房屋拆除力度，持续建

设高标准养殖小区，不断发展壮大养殖产业，为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小满镇镇长高

海洋介绍说。 （张玲）

甘州区“八改”工程助力建设和美乡村 秦州区融媒体中心

眼下正值秋收、秋播的关键时

期，天水市秦州区抢抓农时，积极

组织动员广大农户和合作社全力

做好秋收秋播工作，确保秋粮颗粒

归仓，秋播应种尽种。

走进汪川镇西山堡村千亩大

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基地，村民们

正抢抓晴好天气，在田间开展收割

作业。

“今年玉米大豆长势好，预计

玉米和大豆的亩产量分别能达到

700 公斤和 200 公斤。”秦州区农业

技术综合服务中心推广研究员杨

建太说，区农业农村局还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收割现场，全程为农机收

割提供技术指导，既提高了收割效

率，也保证了农机良好运行。

据了解，汪川镇西山堡村千亩

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示范基地全部

采用机械化作业，预计 20 天左右

就能全部收割完成。

今年，秦州区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总面积已达 1.13 万余亩，由

全区的 56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采取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管

理 的 模 式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土 地 潜

力，真正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达

到大豆和玉米双丰收。

同样在汪川镇田间地头，冬小

麦种植也进入了关键期。伴随着

旋耕机的轰鸣声，一粒粒希望的种

子播进了田地。

“ 目 前 ，我 们 已 播 种 冬 小 麦

1244 亩。”金大山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世元说，我们每

天有近 20 人在田间劳作，再加上机械化作业，秋

播效率大幅提高。

秦州区农技部门还提前谋划，派农技专家深

入现场，积极指导粮、油、菜等农作物秋播秋管工

作，在购种选种、栽培育苗、田间前期管理等方面

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和技术培训，全力以赴完成

秋播任务。 （崔磊 陈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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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远县融媒体中心

秋日，行驶在靖远县沿黄旅游公路上，远处的

黄河奔流不息，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

“沿黄公路是连接鱼龙山、寺儿湾石窟等旅

游景区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展现靖远黄河农耕

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的经典旅游线路。路

线起点位于靖远县糜滩镇独石村，终点位于北湾

镇天字村，全长 13.871 公里。”靖远县县乡公路

养护站站长李成霞介绍，这条公路建成后，不仅

有效改善了区域交通出行条件和人居环境，推动

了独石村美丽乡村建设，还极大方便了农产品的

对外运输，促进了靖远县旅游经济发展和群众增

收致富。

靖远县沿黄旅游公路是靖远县大力建设“四

好农村路”的典型样板。

近年来，靖远县持续高效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全力推进农村路网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在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建立了政府监

督、行业督导、第三方检测、监理抽检、企业自检、

群众参与的质量保证体系，严把市场准入关、建设

程序关、质量监督关、资金拨付关、工程验收关五

个关口，全面实行农村公路建设‘七公开’制度和

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大力保障农村公路的建设

质量。”李成霞说。

靖远县还抢抓“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政策机

遇，着力打通断头路、建设联网路、发展致富路，织

密“外通内联、畅村入组”的城乡路网，把农村公路

向自然村组推进、向产业园区推进、向旅游景区推

进，助力路网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们将有序推进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建设，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服务和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李成霞表示。

（冯文强 王馨婕）

靖远：“四好农村路”
铺 就 发 展 快 车 道

天祝县融媒体中心

今年以来，天祝县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

依托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不断优化产业布

局、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

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近日，在天祝县抓喜秀龙镇鑫牧源养殖

专业合作社，养殖户冯洋毛正在忙着给牦牛

添加草料，养殖棚里的 100 多头白牦牛在她

和丈夫的精心照料下，膘肥体壮，即将出栏。

“养殖白牦牛效益很好，我们的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冯洋毛说。

今年，天祝县抓喜秀龙镇全面推动农区

畜棚养殖，建成牛羊集中养殖区 3 处，建设养

殖畜棚 218 座，养殖规模达 9.7 万头（只）。

走进甘肃天祝瑞珍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工人们

正按流程熟练操作打包菌棒，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

王梅是天祝县松山镇德吉新村的村民，

现在是瑞珍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

检测员。最近几年松山镇大力发展食用菌

产 业 ，让 许 多 和 王 梅 一 样 的 村 民 实 现 了 在

家门口打工的愿望。

甘 肃 天 祝 瑞 珍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的模式，引领天祝

县食用菌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集约化、高

效化方向发展。今年，该公司实施了总投资

4500 万 元 的 冷 链 加 工 物 流 项 目 ，新 建 了 智

能化育菇车间、立体养菌车间，配套全自动

智能化冷链环境控制设备。

“冷链加工物流项目实施后，通过智能化

育菇车间，出菇量比之前明显提高，菌菇质量

也有了更好的保障。”甘肃天祝瑞珍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技术员徐大萍说。

蓬勃发展的白牦牛产业，欣欣向荣的食

用菌产业，只是天祝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深挖产业发展潜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一个缩影。

今年，天祝县持续打造高原夏菜、食用

菌、藜麦藏（中）药材、牛羊 4 个 10 亿级产业

集 群 ，推 动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全 链 条 集 群 发

展 。 深 入 实 施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三 年 倍 增 行

动，建立燕麦草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 6

万亩，培育发展白牦牛育肥示范点 12 个，一

产增加值 4.1 亿元，增长 8%。同时，大力推

行“ 公 共 品 牌 + 企 业 品 牌 ”模 式 ，累 计 认 证

“三品一标”农产品 82 个，实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行动，以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周昳轩 央金拉姆 李登玉）

天祝：乡村产业兴 发展动力足

崇信县融媒体中心

秋日，漫步崇信县街头巷尾，花团锦簇，

绿树成荫，一幅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

卷徐徐展开。

崇信县处于陇东南经济带和黄河上游生

态功能带，县域内汭河、黑河、达溪河等 3 条

主要河流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有五龙山、唐帽

山、华夏古槐王等森林资源，林草和森林覆盖

率分别达到 53.85%和 46.64%。先后获得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全国

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 20

多张国家级和省级“名片”。

近年来，崇信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打好“生态牌”，持

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扎实推进环境综合治

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崇信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林草生态保护提升、水

生态修复治理、污染治理、山塬田生态修复治

理、矿山治理“五大工程”，扎实开展“三慎三不

三禁三无”专项整治，地下水和饮用水水质全

部达标，土壤安全利用率达 100%，建成生态

景观廊道 228公里，完成造林绿化 2.2万亩，成

功创建汭河县城段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生态环境优，候鸟翩跹至。前不久，记者

在汭河河畔看到，成群的黑翅长腿鹬、鸳鸯在

河里觅食、嬉戏。

“我们始终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平凉市环保局崇信分局局长黄

立荣介绍说，崇信县牢固树立“抓生态就是抓

发展、抓生态就是抓民生”的理念，立足资源禀

赋和特色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

农业”“生态+文旅”等多元业态，让广大群众

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走进崇信县黄河流域林草生态扶贫项目

矮化密植苹果园示范基地，一串串红苹果仿佛一盏盏红

灯笼，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筐。

“公司和果品收购方签订了销售协议，第一批苹果收

入 20 万元。”甘肃建投惠林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王科说，公司坚持“四新”建园和“四化”运营的标准模

式，打造高标准、高质量并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果品基

地，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好生态”催生“好经济”，更带来“好项目”。

崇信县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

加快林草、风光、水资源利用产业化步伐，建立总投资

115 亿元的“十大生态产业”项目库，实施黄河流域崇信

县汭河水源涵养及生态保护、黄寨 50 兆瓦风电建设、甘

肃蓝石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 17 个项目，推动生态与工

业、农业、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绿色生态产业、绿色健康产

品、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引领崇信发展的新风尚。

（张保林 关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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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飘香采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