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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洋溢的篝火晚会、绚丽多彩的瀑布

烟花秀……“双节”假期，甘肃省城乡发展投

资集团运营的文旅康养项目迎来客流小高

峰，掀起假日消费新高潮。

瑶池温泉火热出圈

黄金周期间，平凉市瑶池温泉充分发挥

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全省文旅康养产

业链链主优势，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双节”门

票买一送一、充值抽奖、宴席赠送等多项优

惠活动。同时，积极拓展营销矩阵，与本地

宣传部门、主流媒体联动营销，借助甘肃省

文旅厅推出的“房谋杜断甘肃行”文旅推介

活动，对瑶池温泉、西王母文化景区等泾川

特色文旅资源进行重点推广，吸引游客畅游

王母故里，乐享瑶池温泉。瑶池温泉游客接

待量几天内突破 1 万人次，取得了开业以来

首个小长假的良好业绩，助力平凉文化旅游

持续升温。

在游客接待中心，场馆入口处游客队伍

排成长龙。来自宁夏的王先生带着一家准

备登记住宿房号。“我们原本打算自驾去西

安玩，在路上通过媒体看到瑶池温泉的宣传

推介后，临时调整了路线，来这里感受当地

历史文化，同时还可以享受温泉沐浴。”王先

生高兴地说。

走一走，游一游，是“双节”期间不少市

民的选择。甘肃省城乡发展投资集团及时

抓住行业优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出了多项

亲子游、酒店游、乡村游等项目，在拉动项目

所在地文化、休闲、乡村、餐饮消费的同时，

集团公司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也正成为全

省文旅康养市场的新热点。

栖云小镇营销联动

线上“种草”，线下“打卡”，社交媒体平台同样激发出消费市

场潜力。在榆中县栖云小镇，来自西安的张女士和朋友一到目

的地，就前往旅客换领中心领取了“双节”优惠福利。张女士说，

自己关注了栖云小镇官方账号。这次和朋友没有安排其他计

划，就是打卡栖云小镇，沉浸式体验陇原文化。

“双节”期间，栖云小镇不仅推出了业态套餐服务，开通了

线上平台优惠通道，而且与兴隆山景区等行业单位进行营销联

动，互相引流，通过各项活动送出兴隆山门票，实现了行业间的

有效联动。“双节”期间，栖云小镇完成了近 3 万人次的参观、住

宿、餐饮接待工作。

麦积康养城引人入胜

“双节”期间，不少去天水麦积山游玩的游客都选择了留宿

在麦积山脚下的麦积康养城。独特的美食、优美的园林、静谧

的住宿环境，让游客体会了一把远离城市纷杂、静谧恬静的田

园生活。“这里海拔较低，环境优美，有天然氧吧之称，有助于提

高睡眠质量。除此之外，优惠的暖锅套餐也是吸引我的原因之

一。”来自西宁的游客李先生表示。

据了解，“双节”期间，麦积康养城完成了 2000 余人次的住

宿、餐饮接待工作。同时，由麦积区妇联主办的慰问演出也在

麦积康养城举行。精彩的节目、欢快的气氛，为入住康养城的

游客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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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5 月以来，在方大集团的领

导下，方大炭素积极响应号召，按照省委省

政府工作安排，积极参与对东乡县的帮扶工

作，立足当地实际，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在

东乡县落地了建筑工程、服装加工、手工刺

绣、面点食品加工、出租车和公交车、模板加

工 6 个产业帮扶项目，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强化使命担当

方大炭素在东乡县落地的 6 个产业帮

扶项目，成为帮助当地群众打造幸福家园的

桥头堡。在方大集团的推动与方大炭素驻

村帮扶人员的努力下，帮扶项目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打造了紧贴当地实际、劳动力覆

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支柱产业，有效带动

群众致富增收。

这些项目依托当地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

势，突出“造血”功能，推动相关产业不断提规

模、增效益。方大炭素工作人员通过广泛宣

传、思想引导、激励带动等各种方式引导务工

群众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勤劳致富意

识，帮助他们从思想深处“挖穷根”，通过自己

勤劳的双手，在家门口实现致富梦想。

——与东乡城投合作创立的东乡族自

治县振东致远公共客运有限公司。客运服

务和出租车运营范围覆盖了全县各个乡镇，

结束了东乡没有公交车的历史，彻底解决了

东乡人民出行难、出行贵的问题。振东致远

公司被评为“全省文明交通单位”。

——与临夏州志海商贸有限公司合作

成立了临夏州回味斋食品有限公司。目前，

公司内设标准为十万级洁净车间，产品主要

涵盖月饼、面包、蛋糕、麻花、桃酥等品种，远

销省内外多地，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方大腾达服饰有限公司在东乡县

龙泉镇的九个村设立十个车间，使农户在家

门口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支撑。

……

目前，方大炭素 6 个帮扶项目总体运行

稳定。各项目工厂想方设法抓管理、促生

产、增效益，在稳定现有就业人数和员工工

资收入的同时，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和服务领

域，确保实现持续运营。此外，各项目工厂

组织开展技能培训，老师傅现场手把手传授

技艺，逐步实施全员全额计件工资制，员工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在乡村振兴项目工厂，务工群众不但

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学到了新技能、新

本领，而且提高了经济收入，改善了家庭状

况，转变了思想观念，促进了乡风文明。”方

大炭素乡村振兴办公室副主任朱良成深有

感触地说。

共绘美好蓝图

2021 年 4 月，方大炭素模板项目入驻东

乡县达板镇经济开发区。为了让当地务工

人员尽快掌握电焊作业，项目车间从外地引

进了 4 名高水平电焊工，对当地务工人员进

行手把手“传帮带”。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当地务工人

员熟练掌握了手把焊、二保焊和气割作业技

能，逐渐能够独自进行焊接作业。工作收入

从每天 180 元提升到每天 300 元，大家切实

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工厂带来的好处。员工

马奴么尼感慨地说：“在方大乡村振兴项目

工厂上班，不但改善了我的家庭生活，而且

让我学会了电焊作业，有了一技之长。非常

感谢方大提供的平台。”

今年 27岁的马阿吉佛是方大炭素东乡县

乡村振兴项目——甘肃本聚手工艺开发有限

公司的一名员工。几个月前，她当上了车间主

管，管理车间的 20余名员工，负责产品质量检

查、进货出货、产品打包检验等工作。

之前，马阿吉佛是一名家庭主妇，送娃娃

上学、洗菜、做饭、下地种庄稼……自打到乡

村振兴工厂上班后，她感到特别自豪。随着

收入的增加，3 个小孩的日常花费、上学费用

都不用发愁了。逢年过节，车间还发放各种

各样的福利品，有米、面、油等。拿着这些福

利品回家，村里的人很是羡慕。

今年 50岁的马秀花，是方大炭素服装项

目工厂的一名车间主管，曾荣获“2022 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说：“在工厂里我

不但学到了缝纫技术，而且挣到了钱。自己

以前不认识几个字，如今，经过方大管理人员

的帮助，文化水平也有了提高。这些年，生活

条件好了，我上班不光是为了挣钱，也是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姐妹劳动致富。”

在东乡县龙泉镇拱北湾村，一提到方大

炭素乡村振兴办公室副主任杨金虎，大家都知

道他是个大忙人。2019 年 8 月，杨金虎被抽

调到东乡参与产业帮扶工作。四年来，他把全

部的心血都献给了东乡，常年奔走在东乡县龙

泉镇周杨、苏黑、大岭等村庄的各乡村振兴车

间，为当地的老百姓拓宽致富路。

如今的东乡县已脱贫摘帽，可是杨金虎

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工作目标，通过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

带领乡村振兴工作人员稳就业、强业务、跑

市场、找订单、提质量、促效益，助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他

常说：“我都成了东乡人了。因为这里寄托

了我所有的情感和追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杨金虎和同事们

未来的路还很长，他们注定要在东乡这片热

土留下自己奋斗的足迹。

截至目前，包括方大炭素在内的方大集

团旗下企业在东乡累计投资 5.5 亿元，落地

实施产业帮扶项目 27 个，共运营乡村振兴

工厂（车间）37 个，解决就业近万人，就业群

众人均月收入 2600 元以上，赢得了当地群

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2021 年 2 月，方

大集团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方大炭素人将在

方大集团的领导下，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

情、旺盛的干劲，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与东乡

群众携手共绘乡村振兴画卷。 （罗永岗）

方大炭素：培育特色产业 共绘乡村振兴画卷

金秋时节，酒泉大地瓜果飘香。在农户

抓紧采收的同时，酒泉市税务局的干部们也

穿梭在林间地头，将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带到

农户及涉农企业身边，助农增收。

“紫胭”增收 农民致富有盼头

敦煌紫胭桃因颜色紫中含绿，呈胭脂色

而得名。其形态均匀、色泽艳丽、香甜多汁，

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喜爱。

桃子知名度高了，产量也上了，如何销

售出去、如何走得更远便成为果农们首要关

心的问题。税务干部在了解情况后，主动联

系相关食材加工及餐饮企业，最大限度帮助

果农拓展销路。敦煌市七里镇杜家墩村村

民贺生义说：“今年桃子的产量受春天气候

的影响有些下降，但是价格比去年有所上

涨，再加上税务干部对我们果农的帮助，我

们的桃子现在根本不愁卖不出去。”目前，敦

煌市桃树种植面积达 1.4 万亩。紫胭桃不仅

在省内市场走俏，还通过物流远销格尔木、

银川、广州、深圳、长沙等地。

蜜瓜走俏 农业增效有方法

来到金塔大庄子镇蜜瓜产业园，堆成了

座座小山的香甜蜜瓜映入眼帘。“虽然我们

这个合作社成立不久，但在政府的扶持下，

今年的效益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今年种的

‘晓蜜 25’，亩产收入能达到 6000 元左右。

这当中少不了税务干部对我们的帮助。他

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释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开具农产品销售发

票，解决了我们的一大难题。”金塔县农掌门

西甜瓜合作社负责人王向宇开心地说道。

今年以来，为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大庄子镇引进了金塔县农掌门西甜瓜合

作社、金塔县亿博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企

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

发展模式，实现了“种有定向，销有方向”，建

成千亩蜜瓜种植示范基地 4 个，带动发展大

田西甜瓜 8600 亩，以“错峰种植”为突破口，

成功破解了蜜瓜种植效益低的难题，同时也

带动了当地群众务工增收。

“祁连清泉”畅销 农村发展有路子

近年来，玉门市清泉乡以万亩基地为龙

头，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以人参果

为主的果蔬大棚高效农业不断壮大。清泉

乡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聚焦人参果产

业，按照“提质增效扩量”的发展思路，大力

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目前，“祁连清泉”

人参果种植规模达到 2380 亩，年产量达到

6000 吨以上，棚均收入达到 4 万元，人参果

产业的收入占到了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7%以上。

农户借助互联网平台销售，效益提升

了，但也常常因为不懂税收政策陷入尴尬境

地。玉门市税务干部结合人参果的销售模

式，梳理农产品销售税收政策，在清泉乡开

展了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培训宣讲会，并走进

重点直销店、合作社，精准告知应享受的优

惠政策及减免金额，积极指导农户熟悉电子

税务局操作步骤，详细解读“合作社+农户”

模式的涉税问题，让“税惠甘霖”甜进农民心

头。“目前基地人参果的销售价格在每公斤

16 元左右，主要通过‘合作社+实体店’的线

下销售和‘合作社+互联网’的线上销售及

农超对接、农企对接等方式进行销售。”种植

基地负责人苟兴文说。 （王蓉）

酒泉税务：税费服务助农忙 戈壁滩上瓜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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