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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融媒体中心

金 秋 时 节 ，通 渭 县 各 乡 镇 的 苹 果 陆 续

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封口、装车，

红 彤 彤 的 苹 果 挂 满 枝 头 ，成 为 秋 日 里 最 亮

丽的风景。

通渭县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

苹果生长。所产“烟富 3 号”和“长富 2 号”苹

果被甘肃省名优苹果评鉴委员会分别授予

“甘肃省名优苹果鉴评金奖”和“甘肃省名优

苹果鉴评铜奖”。“通渭苹果”获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及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山 地 昼 夜 温 差 大 ，利 于 苹 果 糖 分 的

合 成 ，这 里 出 产 的 苹 果 甜 度 高 口 感 好 ，颜

色 全 红 鲜 艳 。”正 在 采 摘 苹 果 的 陇 川 镇

张 杨村村民杨伟强说。

张杨村海拔在 1800 米以上，这几天，村

里大部分人都在采摘苹果。“苹果在脱袋之前

就已经被预订了，价格比川区每公斤高出 1

元左右。”四川客商强明吉认为山地苹果方便

运输，耐储存，对收购来的苹果非常满意。

陇川镇是通渭县最早发展苹果种植的乡

镇之一，全镇现有果品面积 3.6 万亩，占耕地

面积的一半以上。陇川镇也是当地率先把苹

果树栽上山坡的乡镇。几年的试验种植，再

加上和苹果种植大县静宁县接壤，果农们经

常交流种植经验，使得种出的苹果很受欢迎。

近年来，通渭县在原有的种植基础上，

动 员 群 众 按 照“ 田 间 管 理 、技 术 培 训 、品 种

更 替 、老 树 换 新 ”等 方 式 ，对 现 有 果 园 进 行

提 质 增 效 。 在 政 府 推 动 和 技 术 人 员 帮 助

下，果农们把果树种到了海拔 1700 米以上

的山地，并开始向山沟地带推进，力争苹果

种 植 满 川 、进 沟 、上 山 ，使 全 县 苹 果 面 积 得

到 大 幅 度 增 加 。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苹 果 种 植

面积已达 15.4 万亩。

通渭县新景乡种植苹果已有 30 余年，

当 地 群 众 依 托 苹 果 产 业 过 上 了 富 裕 的 生

活 。 然 而 ，苹 果 树 龄 偏 大 、品 种 老 化 、品 质

下 降 、树 体 腐 烂 老 化 及 果 园 防 灾 减 灾 能 力

较 低 等 问 题 也 日 益 突 出 ，集 中 力 量 改 造 升

级老旧果园迫在眉睫。

从 2000 年开始，新景乡王湾村果农郑

长吉就开始栽植果树。今年，他对自家 10 亩

果园进行了更新改造。“与传统果树相比，今

年新栽的间距更宽、整体通透疏朗，便于机械

化操作。”郑长吉说。

“我们推进矮化密植园建设、果园标准化

管理、间作套种等，以提升林果产业规避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新景乡副乡长杨洁

介绍说，乡政府调用机械配合农户开展老果

树清理、土地平整、打点放线和栽植新品种苹

果苗木等各项工作，推广新模式，优化品种。

按照“控制总量、提升质量、提高产量”的

工 作 思 路 和 果 园 改 造 提 升 奖 补 要 求 ，2023

年，通渭县对 1.1 万亩低质低效果园实施改

造提升。同时，及时更新种植技术，逐渐淘汰

老品种，栽植新品种，安装防雹网、滴灌系统

和振频式太阳能杀虫器，全面实施农家有机

肥冬季深施肥，发展绿色有机苹果产业。

“销往俄罗斯的 20 万斤苹果，客商说品

质很好，他们很喜欢。”在榜罗镇毛家店村的

飞燕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里，负责人马飞燕

正在和果农商谈苹果的收购价格，仓库里一

箱箱码放整齐的苹果即将发往尼泊尔。

在陇川镇寨子村果品交易市场和张杨村

苹果园里，定西市青年电商联盟通渭分会成

员在视频直播，让网友们直观地了解通渭苹

果的生长环境和优良品质。

产 业 发 展 催 生 业 态 新 发 展 。 订 单 农

业、农村电商、视频直播等农业新业态方兴

未艾，为农民增收创收、农村发展创新等提

供了动力。

“原先出村的路不好走，加上没有冷链物

流车，苹果在采摘季集中上市，经常卖不上好

价钱。”新景乡王湾村的果农郑多海说，现在

如果行情不好，苹果可以存到冷库保鲜保质，

一直可以卖到来年秋天。

近年来，通渭县加快补齐道路、物流等基

础短板，不断增加冷库库容，让苹果“住”进安

全舱。随着仓储冷藏设备不断完善，苹果销

售期从“一季卖”拓展到了“全年卖”，也让黄

土地的节令苹果渐渐从“论堆卖”变为“论个

卖”，更可让消费者四季尝鲜。

（李苏敏）

通 渭：苹 果 红 了 满 枝 香

康县融媒体中心

“以前路边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放的现

象比较严重，有时甚至会堵住小区大门，现在

交警整治管理严格，像我们这种老旧小区改

造后还重新规划了停车位，有效解决了停车

混乱问题。”家住康县金岸鑫城小区的张大爷

乐呵呵地说。

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和

改善道路交通环境，今年以来，康县以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契机，采取“不间断+错

时”巡逻的勤务模式，全面强化交通秩序整治

力度，优化城市区域交通组织。

而今，城市交通秩序逐步向好，机动车礼

让斑马线成为一道风景，全社会共建共治共

享文明交通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文明出行

蔚然成风。

“以前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总能遇到各种

交通违法行为。”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

区中队中队长李治平说。

对此，康县执勤民辅警在纠正非机动车

和行人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等交通陋习的

同时，耐心告知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

灯、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警示大家

不能盲目求美、求快，将安全抛之脑后。

同时，为有效消除机动车乱停乱放的违

法现象，康县切实增强整治行动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县公安交警大队集中优势警力延伸

执法覆盖时段，采取错峰出行执勤，拉网式清

理主次干道、严管路段、盲道、消防通道等地

违停车辆，最大限度做到车辆乱停乱放违法

行为的实时发现、及时处置，全力推进交通整

治工作有序开展。

在明确重点整治区域目标的基础上，康

县调警力定职责，根据不同时间段的交通特

点，突出重点整治时段，采取“拖贴结合”的措

施，在辖区学校、超市、广场及餐饮场所的周

边路口路段设置整治执勤点，对乱停乱放、

“一盔一带”、涉牌涉证、超员超载等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切实把安全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

“我们对各类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并科学制定路面动态巡逻路

线，采取滚动式的反复巡逻，督促广大驾驶员

自觉规范停车，引导全民参与到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中来。”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副队长张亮说。

每周五，在城区的每个人行横道边，都有

身穿“红马甲”、头戴“小红帽”、手拿“小红旗”

的志愿者对非机动车、行人乱闯红灯、翻越护

栏、乱穿乱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和阻

止，主动搀扶特殊人群安全过马路及为问路

的行人提供帮助。

志愿者们以实际行动带动市民共同参与

到文明城市创建中来，倡导社会文明新风。

“通过‘动态+静态’潜移默化的宣传，进

一步增强了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逐步形成

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交通管理的良好氛围。”

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队长贾建凯说。

（陈 佳）

康县：强化交通治理 推动文明出行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清扫牛槽、添草喂水、整理圈舍……秋日的早晨，康乐县鑫隆

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户们干劲十足。

“我们牛场现存栏 438 头，今年预计收入 120 余万元，计划收

购青贮玉米 4000 多吨，能带动 300 多户群众增收。”鑫隆肉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志福告诉记者。

2021 年牛存栏 75 头；2022 新增 155 头、奖补 31 万元、产牛犊

70 多头；2023 年新增母牛 200 多头、奖补 41 万元……鑫隆肉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坚持优选品种、科学饲养、广拓销路，在产业奖补政

策的支持下，形成了自繁自育养殖与短期异地育肥养殖相结合的

经营模式，走出了一条致富的路子。

近年来，康乐县把牛产业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按照临夏州打造

畜牧百亿级产业的目标要求，通过奖补撬动、服务推动、下游拉动，

牛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康乐养殖产业的蒸蒸日上，以及一系列

产业奖补政策的落实，更加坚定了当地群众发展养殖业的信心。

附城镇刘家庙村的养殖户闫福有，自进入养殖行业以来，细

心学习、用心摸索、精心管理，养殖技术愈加成熟，养殖规模不断

扩大，从刚开始的两头牛发展到如今的 80 多头，收入逐年递增。

“去年我养的 40 头母牛获得了奖补资金 8 万元，产了 25 头牛

犊；今年又新增了 33 头母牛，奖补资金 6.6 万元。”提到奖补政策，

闫福有难掩心中的喜悦。

奖补，奖的是资金，补的是信心，为的是推动牛羊产业高质量

发展。康乐县坚持把产业振兴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石，出台一系列产业奖补政策，及时落实奖

补资金，进一步扶持、发展壮大牛羊产业，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今年，康乐县已落实母牛奖补资金 3281.8 万元、家庭农场（示

范户）奖补资金 222 万元、饲草料加工基础设施建设奖补资金 49.4

万元、特色养殖庭院经济奖补资金 298.46 万元。

康乐：奖补政策拓宽致富路

城关区融媒体中心

“以前办一个证照很麻烦，来回问、来回

跑，现在一个窗口都能办，真是太方便了！”近

日，在兰州市城关区政务服务中心，刚体验了

“一窗通办”的市民王女士由衷称赞道。

今年，城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一窗通办、一网通

办、一证通办、一码通办、一次通办、一地通

办”的“六个通办”服务，打造政务服务新模

式，逐步减少了办事流程，提升了政务服务效

能。同时，不断优化“一件事一次办”综窗设

置，梳理公布“一件事一次办”主题 87 个，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

“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和办

事群众的满意度，城关区市场监管窗口设置

了企业开办‘一窗通办’专区，针对企业开办

的全流程，将市场监管、税务登记、银行开户、

公章刻制和邮政寄递业务整合为一个专窗办

理。积极引入‘跨省通办’工作合作机制，委

派专人在‘跨省通办’窗口提供全方位帮代办

服务，申请人可以以全程网办的形式进行异

地申报，也可以选择到现场提交跨省通办申

请。”城关区市场监管窗口负责人连洁说。

城关区还大力推进数据向网办、掌办、智

能终端平台集成，在区本级和街道政务服务

中心设置自助服务一体机，实现 9039 个民生

服务事项的自助查询、申报和打印。截至目

前，“一网通办”率达到 99.3%。同时，大力推

进减证办理，城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城

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营业执照、食品经

营许可证办理流程二维码，通过“一扫即查、

一点即看”，让企业和群众一次性获取办理信

息。设置“通办”专窗，大力推进跨区域办理，

持续推进“应需跨区域服务”，实现 260 项“跨

省通办”、107 项“省内通办”、233 项“全市通

办”事项。通办工作推进以来，累计办结 423 件，涉及省份

22个。

从“群众跑腿”变为“信息跑路”，从“群众来回跑”变为

“部门协同办”，城关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推进“六个通办”服

务以来，政务大厅日均接待办事群众 1000 余人，日均办件

量达 3200 余件。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全
力
打
造
﹃
六
个
通
办
﹄
政
务
服
务
新
模
式

泾川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走进泾川县太平镇寨子洼村，前不久刚完工的村

组硬化道路横贯村落中间，路面干净整洁，污水进入两侧排

水渠顺势而下。

“以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路面还坑坑洼

洼。现在道路硬化了，也变宽了，出行方便多了。”寨子洼村

村民马有宝说。

道路通，百业兴。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今年以

来，太平镇以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和上级单位支持，实施了寨子洼村、红崖湾村 2 个村道

路硬化项目。

“我们共硬化道路 1.15 公里，配套排洪渠 1.15 公里，维

修水毁路面 80 平方米，有效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题。”太平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志辉说。

施工过程中，太平镇按照分管干部具体负责协调、包村

干部及时跟进监督、村组干部全力配合的工作要求，从严把

控项目质量关、进度关、安全关，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近年来，泾川县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民生重点工

程，累计投资 4307.15 万元实施并完成农村公路项目，全力

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其中，投资 3555.3 万元在 9 个乡

镇 25 个建制村建设自然村组道路 50.3 公里；投资 331.85

万元对公路病害严重的 64 公里公路进行养护维修；投资

420 万元在辖区乡镇危险路段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35

公里……

如今在泾川，一条条农村公路串乡联村、通山入林，不

仅提升了乡村高颜值，更让群众有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赵啸林）

泾川：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迭部县融媒体中心

眼下，正值迭部县桑坝乡当归采收季。走进桑坝乡藏

中药材种植（育苗）示范基地，药香四溢，随处可见俯身劳

作的种植户，有的挥动着锄头采挖，有的则将刚刨出土的

当归幼苗聚拢、捆扎、装袋，还有的把一袋袋当归幼苗搬运

装车……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

“今年光照度好，雨量充足，当归长势良好，收成也不

错。”桑坝乡班藏村村民九里草说。

桑坝乡地处迭部县北部偏东迭山主脊南麓，年平均气

温 7.2℃。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赋予了桑坝良好

的中药材产业发展基础。近年来，桑坝乡因地制宜种植藏

中药材，持续加强乡、企、村及种植户之间沟通协调，构建

了“党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今年桑坝乡种植藏中药材面积 1600 亩，其中

在班藏村集中连片种植当归 1200 亩，预计产量达 227 吨，

产值 170 万元，带动周边农牧民群众增收 2400 元左右。

“经过近几年的推广种植，藏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带动

桑坝乡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正朝着科学化种

植、精细化管理、延伸产业链条等方向发展，逐步形成‘育、

种、产、购、销’一体化产业链条。”迭部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拉目吉说，我们指定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村指导，

提供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全程技术服务，目前种植户已

经基本掌握藏中药材的种植技术。

“桑坝乡将在扩大种植规模、强化技术指导、拓宽销售

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让以药兴产、以药促收、以药富民的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桑坝乡干部包志文表示。

迭部：药材飘香产业兴

金川区融媒体中心

秋日的金川区宁远堡镇龙景村特色民宿。近年来，金川区在龙景村深入实施乡村生态振兴基础设施建

设补短板项目和产业培育行动，开发龙景村野狐湾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塘坝、果园等景点，在景区充分挖掘

和呈现乡村民俗文化、风土人情等特色，“休闲+旅游”的假日经济日趋火爆。2020 年，龙景村被评为省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并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甘肃省首批文旅振兴样板村。 （陈泽晋）

通渭苹果喜获丰收。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田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