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今年，依托平凉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市的有利契机，庄浪县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直

以来，庄浪县都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

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抓，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创建为抓手，主动融入“陇东南联创共

建”中，绘制出一幅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

教和顺、社会稳定、民生幸福的美丽画卷。

高位谋划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升级版

健全完善创建工作机制，从政治的高

度和全局的角度谋划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成立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双

挂帅”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各部

门均成立相应的创建工作机构，构建县、

乡、村“三级联动”创建体系。制定出台《庄

浪县关于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形成了县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共管、统战部门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

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经过不懈努力，全县累计高标准打造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 39 个，获得省级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表彰 2 个，成功创建全

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7 个、示范区 3

个、教育基地 2 个，表彰全县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单位 26个，有 7名个人荣获省、市先进

个人，民族团结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凸显。

培根铸魂
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
近 年 来 ，庄 浪 县 始 终 坚 持“ 宣 ”字 当

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全面实施“石榴籽”教育工程，凝聚起各族

群众强大共识。

以学校为主阵地，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教育“育新苗”行动。庄浪县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办学治校各领

域、教育教学全过程、校内校外各方面。

近年来，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文艺汇演、主题班会、主题团队活动

620 余场次，举办民族团结知识讲座 80 场

次，组织师生参观梯田纪念馆、博物馆等

教育基地，积极参与“石榴杯”征文活动，

征集作品 760 余份。

在开展学校教育的同时，线上线下全

覆盖开展社会宣传。以县融媒体中心为

轴心，在县政府门户网、庄浪发布、看庄

浪、县电视台等主流媒介刊播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法律法规、创建工作动态；以短

信、微信、快手等新兴媒体发出各类民族

团结创建内容 30 余万条；利用出租车显

示屏、城区及交通要道广告牌等多种传统

宣传平台，多视角、全方位开展民族政策

和创建宣传。

突出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推动民

族团结教育与实体活动、节庆节会融合。

成功举办了“写意关山·放歌梯田”主题晚

会、“红歌颂党恩·逐梦新征程”歌咏比赛、

“五一”全民篮球赛、文旅康养融合“看梯

田·浪庄浪”乡村体验游等大型群体性活

动，为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

平台。同时，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融

入秦腔、高抬、眉户、社火等传统特色活动

中，在为各族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

更加促进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进一

步增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共识。

融合互促
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

民族团结的根脉。近年来，庄浪县深入挖

掘梯田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的精

神内涵和时代价值，精心打造了一批主题

公园、文化长廊等，申报了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创作了一批具有庄浪文化底

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体现庄浪特色

的文艺精品力作。

围绕打造服务平台，庄浪县扎实推进

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着力培

育“红石榴”品牌，打造了紫荆社区、幸福

社区等一批“红石榴社区”和“红石榴家

园”。同时，组建“红石榴志愿服务队”3

支，建设户外驿站、居民活动室、同心书

屋、社区会客厅等功能平台 10 余处，通过

团结共建、牵手结对、互帮互助等形式，开

展邻里互助、爱心帮扶、环境整治、安全管

理等活动 120 余场次，从不同角度满足各

族群众吃、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注重拓展创建空间。庄浪县结合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景区”，依托自然景

观、人文景观、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将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景区提升、产品

展示、节庆活动、实践体验中。在云崖寺

国家 4A 级景区、关山天池朝那湫基地和

水上公园、韩店石桥、通化陈堡、郑河上

寨等景点，布设中华文化符号和民族团

结进步标识 50 余处，并将民族团结知识

融 入 景 点 导 游 解 说 词 中 ，

使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既 能“ 润 物 细 无 声 ”，又 能

“看得见、听得着”。

同步发展
迈出各民族共同繁荣新步伐

庄浪县始终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民

族团结进步的重要途径和坚实基础，践行

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

金秋十月，庄浪县通化镇万亩马铃薯

基地绿意盎然。一望无际的马铃薯正沐

浴着秋天的暖阳茁壮成长，一派丰收在望

的景象。通化镇是庄浪县少数民族群众

较为聚集的乡镇。近年来，依托资源优势

和产业基础，集中连片建成种薯繁育基地

6000 亩，分散种植 6000 亩，少数民族群

众 马 铃 薯 种 植 实 现 全 覆 盖 ，户 均 增 收

8000 元以上。小土豆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金蛋蛋”。依托马铃薯产业，通化镇联

合南开大学文学院建成了全国首个永久

性主题在地乡土艺术影像馆“陈堡洋芋艺

术影像馆”，成为全县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近年来，以产业振兴为重点，庄浪县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谋发展。

马铃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庄浪县宫灯产业

园、万泉苹果产业高新科技示范园、水洛

河流域食用菌产业园、庄浪县关山中药材

种植加工园等一批项目茁壮生长，为各族

群众增收拓展了新渠道。

新征程上，庄浪县各族人民将心手相

牵，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助推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效，共同谱写繁

荣发展的和美篇章。

——庄浪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综述

以高质量发展谱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篇章

10 月 12 日 ，方 大 炭 素 组 织

召开 2023 年三季度安委会，全面

总结三季度安全环保工作，部署

四季度安全环保工作。会上，该

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人汇报了

三季度安全环保指标完成情况、

安全环保综合监管情况、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四季度工作目

标、工作思路，各二级单位负责

人汇报了本单位安全环保工作。

今年三季度，方大炭素取得

了重伤事故、工亡事故、重大火灾

事故、重大交通事故、重大设备事

故、环境污染事故、新增职业病发

病率七项为零的良好成绩，有力

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工作。

方 大 炭 素 总 经 理 助 理 李 君

学表示，四季度安全环保工作要

做到管理责任再落实、作业过程

再确认、专业管理重服务、环保

风险再认识、管理制度再优化、

安全诚信创新招。通过相关负

责人及管理人员进班组、现场检

查等方式，形成安全环保及职业

健康人人重视、人人抓、人人努

力出绩效的良好局面，确保公司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康秀领 常小琦）

方大炭素召开2023年三季度安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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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秋 时 节 ，平 凉 大 地 麦 浪

滚 滚 ，机 声 隆 隆 ，饱 满 的 麦 粒 堆

成“ 金 山 ”，呈 现 一 派 喜 人 的 丰

收景象。

科技为粮食增产“撑腰”

眼下，灵台县正全力推进冬小麦播

种工作，确保来年夏粮丰产丰收，灵麦 2

号小麦展现出了“硬实力”。

“灵麦 2 号是针对当地气候特点和

区域特点而培育，在抗寒性、越冬性、抗

旱性、抗条锈病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灵台县农技中心副主任于建平说。

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近年来，灵

台县攥牢种业“芯片”，将科学技术应用

到小麦的育、耕、种、管、收全过程。通过

严格优选良种，在北部塬区等 6 个重点

乡镇建成集中连片良繁基地 1.5 万亩，良

繁区新技术、新品种应用率达 100%，年

均为灵台及周边县区提供优质良种 200

万公斤以上。目前，已培育具有知识产

权的优势品种 6 个。

今年，平凉市种子系统承担国家、省

级玉米新品种及生产试验 40 多项 562 个

品种，旱地马铃薯新品种试验 1 项 8 个品

种，大豆品种试验 1 项 13 个品种。在灵

台县、泾川县建立玉米新品种展示示范

评价基地 3 个共 500 亩，在庄浪县、静宁

县建立马铃薯新品种展示示范评价基地

4 个 共 2000 亩 ，示 范 带 动 种 植 1.2 万

亩。截至 10 月 16 日，全市播种冬小麦

129 万亩，占任务 143.5 万亩的 90%。

农机助力“颗粒归仓”

走在庄浪梯田大地上，随处可见农

民和各式农机忙碌的景象。

“ 为 了 抢 夺 秋 粮 ，我 们 积 极 组 织 全

县农业机械和项目实施补贴，全面推进

秋收生产进度，确保颗粒无损、全部归

仓。”庄浪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

王宽说。

“三秋”生产前夕，为了确保农机安

全投入生产，庄浪县积极组织农机监理

人员，深入各乡镇村社、农机种养合作

社、农机大户和农机户家中，提前开展农

机具检修和保养工作，为“三秋”生产做

足做好农机安全准备。

“三秋”生产开展以来，庄浪县农机

监理和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

机安全隐患排查检查和技术指导服务，

全方位保障“三秋”农机安全生产。

“三秋”期间，平凉市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组织人员深入村组地头，摸清秋收

秋种所需机具，投入各类农业机械 3.8 万

台（套），保证全市秋粮适时收获，秋播及

时推进。

同 时 ，当 地 加 强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落

实好跨区免费通行政策、农机加油“三

优一免”惠农政策，确保价格优惠幅度

不低于 3%。

良法良技促增收

走进泾川县泾明乡雷家沟村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基地，绿油油的玉

米、黄灿灿的大豆错落有致。

泾明乡大力推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技术，在确保种植密度的基础上，实

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打造“一地

双收”新模式。

“通过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不但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

还 让 群 众 提 高 了 种 植 技 术 、增 加 了 收

入。”泾明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鲁文元说，目前在全乡共种植大豆玉米

750 亩。

今年以来，平凉市加强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机具保障，选型引进 28 台专

用收获机械，让全市 6 万亩复合种植的

大豆玉米机收有保障。

此 外 ，全 市 各 县（市 、区）相 继 举 办

“一喷多促”现场培训会 50 场（次），通

过 购 买 社 会 化 服 务 和 物 化 补 助 相 结 合

的方式，组织乡镇、村组、农户开展统防

统 治 和 群 防 群 治 。 全 市 共 采 购 杀 虫 杀

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54.44 吨，出动植

保无人机 105 架（次），保质保量完成 70

万亩喷防任务，为秋粮丰产丰收奠定坚

实基础。

—平凉市秋收秋种一线见闻

大地麦浪滚滚 良田描绘 景

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谢晓玲）近日，金昌市出台

优化企业环评审批服务的 15 条

具体举措，进一步深化环评“放管

服”改革，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助

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昌创新工作方法，优化审

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生态环境

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均可实现全程

网 上 办 理 。 严 格 落 实 岗 位 责 任

制、容缺受理制、告知承诺制等制

度，最大程度上减少群众办理各

项手续的时间成本；实行项目清

单管理，对名录外和部分改造类

项目不再纳入环评管理。积极试

行同类型的市政设施或社会服务

业项目“打捆审批”和环评与排污

许可“两证合一”，切实提高审批

效 率 。 落 实 污 染 物 总 量 统 筹 机

制，对公路、铁路、水利水电、光伏

发电、陆上风力发电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基础上，环评审批可不

与污染物总量指标挂钩。

全市环保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推行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审批服

务，将省市重点项目纳入服务保障

清单，实现即来即审、并联提速。

实行企业联络员制度，“一企一策”

协 助 解 决 企 业 遇 到 的 困 难 和 问

题。强化环评联动机制，做好建设

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区域评估的

联动，实现区域环境质量数据共

享，推进项目环评审批便利化。

同时，建立完善项目审批与事

中事后监管协调运行机制，督促指

导建设单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确保环评批复的各项生态

环境保护设施、措施落实到位；依

法做好项目竣工环保自主验收，从

源头防范“未批先建”“边批边建”

等违法行为。以“双随机”“四不两

直”等方式开展抽查检查，持续开

展企业“好、中、差”分级分类评估

和动态调整，深化各类企业差别化

管理，切实提高企业自律。

金昌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施秀萍）第五届“中华铁人

文学奖”颁奖大会近日在大庆油

田举行，长庆油田员工获三个奖

项：第广龙获“中华铁人文学奖”

成就奖，王琰、徐佳创作的《地火，

攻克“磨刀石”油藏纪实》获“中华

铁人文学奖”作品奖，何喜东创作

的《地火升腾》获“中华铁人文学

奖”提名奖。

“中华铁人文学奖”是我国石

油 石 化 行 业 最 高 级 别 的 文 学 大

奖，每五年举办一届，旨在传承弘

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石油石

化行业的一面文学旗帜。第五届

“中华铁人文学奖”共设置中华铁

人文学奖荣誉奖、中华铁人文学

奖成就奖、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

奖、中华铁人文学奖提名奖 4 个

奖项，共评选出 46 部（篇）作品奖

和 14 名个人奖。

第广龙系中国作协会员，已结

集出版 10 部诗集、10 部散文集和

一部长篇小说，是甘肃诗歌八骏之

一。其作品曾获全国文学大赛《飞

天》一等奖以及敦煌文学奖、黄河

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

本届获奖作品中，长庆油田报

送的两部作品均根植于石油沃土，

浸染了石油底色。其中，由作家王

琰、徐佳共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

《地火，攻克“磨刀石”油藏纪实》，

书写了长庆油田在鄂尔多斯盆地

的磨刀石地层开发难度极大的情

况下，依然取得产量连年攀新高的

成绩，展现了一滴油、一方气的来

之不易，着力塑造了我国低渗透油

田开发中涌现出的一批新生代石

油工人形象，书写新生代石油工人

的精神境界；作品语言简洁有力、

富有张力，节奏紧凑引人，兼具专

业性、文学性和时代性。青年作家

何喜东撰写的小说集《地火升腾》，

以石油为创作坐标，体察长庆巨

变、寻觅鲜活素材，将石油人爱国

创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形象渗透

在字里行间，用文学雕塑了不朽的

石油精神。

长庆油田员工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三个奖项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近年来，嘉峪关市税务局持续聚焦“专精特新”企业创

新发展，坚持因“企”而动、向“需”而行、向“新”而为，释放

税费红利，优化服务举措，护航“专精特新”企业阔步前行。

“7 月公司就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181.69 万元，

极大节约了公司的资金成本。”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杨炳禄说。

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钢铁渣、

粉煤灰渣、生产性废旧物资的回收、加工、批发、零售以及

再生资源技术开发、推广、服务等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

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到 100%等相关政策出台后，嘉峪关市税务局的网

格员第一时间联系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不仅细致讲解了相关政策内容，还结合申报表就如

何享受优惠进行了详细说明。

嘉峪关大友嘉镁钙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活性石灰

及轻烧白云石的高新技术企业，2021 年被工信部授予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现拥有省部级科技成果

4 项、专利 33 项。

“只要公司有个性化的涉税需求，税务人员都会帮助

我们及时解决。电子发票上线以后，税务网格员面对面

辅导，公司财务工作人员很快就掌握了发票使用要点。”

嘉峪关大友嘉镁钙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赵恒云对税务

部门的优质服务连连点赞。

2020 年至今，嘉峪关大友嘉镁钙业有限公司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 3599 万元，还享受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企业

所得税 858 万元。

嘉峪关市税务局还建立了“专精特新”企业直连直报

机制，设立“专精特新”企业“专人专责专策”成长档案，详

细了解记录企业类别、规模、生产经营状况、应享和已享税

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在税收政策、供需对接、项目建设等方

面为“专精特新”企业融合创新提供支持，助力企业在产业

细分领域建立竞争优势、在技术领域实现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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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张掖市甘州区明永镇永济滩

发年农产品公司的矮化密植苹果种植基地，果

农们采摘维纳斯黄金苹果。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 近日，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的青贮玉

米种植基地里，运输车跟随收割机配套作业，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胡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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