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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融媒体中心
11 月，在合作市卡加道乡岗吉草产品加工基地，5000 余亩

燕麦草进入了收割季，一台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伴随着收割

机的阵阵轰鸣声，大片的燕麦草收割完成，在田地上勾勒出一道

道整齐的纹路。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深秋时节，S36 临康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热度不减，施工车辆来回穿梭，新建的桥梁隧

道穿山越岭，在大山沟谷间架起通途。这条高

速公路全线建成后，将结束康乐县境内没有高

速公路的历史。

S36 临康广高速公路由甘肃公航旅集团

投资建设，是我省路网规划中省级高速公路

18 条联络线之一，也是 G75 兰海高速公路与

G1816 乌玛高速公路的联络通道。全线共设

隧道 8 座、桥梁 21 座、互通立交 4 座，路线总体

走向自南向北，长度为 35.773 公里，采用双向

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经过两年多建设，

临夏州境内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隧道全部贯

通，正在进行桥面铺装及防撞护栏安装，交安

绿化及房建工程也在有条不紊推进。

S36 临 康 广 高 速 公 路 在 康 乐 县 境 内 长

18.45 公里，共有 5 座隧道，设康乐收费站一

处。近日在位于康乐县康丰乡段家坪处的匝

道收费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搭建综合楼

外脚手架、安装模板。

“主体工程为 5 层，有木工、钢筋工、水电

工等 106 名工人参与施工，正进行施工一单元

一层的模板安装、外脚手架搭设。”该项目房建

第一合同段现场负责人金彦杰说。

据了解，目前 S36 临康广高速公路项目

土 建 工 程 基 本 完 成 ，路 面 工 程 已 完 成

41.79%，绿化工程已完成 43.01%，累计完成

投资 50.25 亿元。

S36临康广高速公路建设正酣

宁县融媒体中心

今年以来，宁县坚持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层面、全过程，深入开展“强

乡富村”农村党建融合行动，推动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一

“我们依托‘强乡富村’农村党建融合行动，

大力提升村干部队伍建设水平和服务群众的能

力，择优培养村后备干部 6 名，全面提升了村‘两

委’班子的战斗力凝聚力。”宁县南义乡寨河村

党支部书记米永佩说，大家比着干，争着干，干

群关系也更加融洽了。

聚 焦 解 决 基 层 班 子 战 斗 力 、凝 聚 力 不 强

的 问 题 ，宁 县 从 提 升 村 干 部 队 伍 建 设 水 平 入

手 ，研 究 制 定 加 强 村 干 部 管 理 的 具 体 措 施 ，

建 立 村 干 部 选 拔 任 用 、管 理 监 督 、履 职 成 效

与 乡 镇 党 委 书 记 工 作 实 绩 挂 钩 的 机 制 ，积 极

实 施“ 一 村 一 名 大 学 生 ”村 干 部 计 划 ，选 拔 带

头 学 习 政 策 、带 头 发 展 产 业 、带 头 服 务 群 众

的 优 秀 党 员 进 入 村“ 两 委 ”班 子 ，储 备 培 养 优

秀 村 级 后 备 干 部 1350 名 ，全 面 落 实 管 理 培

养 措 施 。

宁县通过建立基层党建月调度机制，全面落

实乡村振兴责任制，确定 29名县级干部包抓 58个

村，结合开展“遍访农户”和“结对关爱”行动，由县

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科级干部通过对全县农户全

覆盖走访核查，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形成县委抓统筹、部门抓协同、乡村抓落实的工作

格局。

二

为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宁县重

点围绕“服务型效能型”机关建设，积极开展“书香机

关”“书香机关党组织”创建，引导党员干部学习由被动

向主动转变、由学深向悟深推进，不断提升综合素质。

宁县还充分发挥王孝锡烈士纪念馆党员教

育实践基地作用，大力开展红色文化进乡村、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活动，通过展览、宣讲、座

谈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宁县组织全县年轻

干部开展岗位大练兵，督促年轻干部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政策

业务研究，以学促干、以学笃行、以学增效。

三

宁县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关键支撑，围绕苹果、粮食、食用菌、中药材、

瓜菜、草畜“六大产业”，按照“全县一盘棋谋划、乡村

多点化发展”的思路，推行多元创收、产业带动、资产

盘活、文旅融合、企业兴办、入股分红“六种类型”发

展村集体经济，全县有256个村的集体资金入股龙

头企业和产业合作社、242个村发展种植业、78个村

盘活资源资产、5个村发展文旅融合产业。

党建强，产业兴。宁县以食用菌全产业链

项目基地为中心，成立“田园筑梦”循环农业党

建联合体，通过理论联学、活动联办、产业联动、

效 益 联 享 ，实 现 抱 团 发 展 ，鼓 励 发 展“ 回 归 经

济”，积极吸引人才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迁。

目前，宁县已建办乡村就业工厂 51 个，吸纳就业

3310 人，带动群众增收 1.18 亿元。 （李建强）

党 建 引 领 强 乡 富 村
——宁县开展农村党建融合行动显成效

平川区融媒体中心

土豆变“金豆”，田间好“丰”景。近日，

白银市平川区种田乡 16500 亩马铃薯进入

收获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加快收获进度。

走进种田乡五星村的田间地头，伴随着

采 挖 机 的 轰 隆 声 ，圆 滚 滚 的 马 铃 薯 破 土 而

出 ，村 民 们 穿 梭 在 地 垄 间 ，熟 练 地 分 拣、装

袋，沉甸甸的马铃薯堆成小山，即将被运往

市场。

“我们按照‘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大力发展马铃薯种植产业，运用全膜覆

盖、膜下滴灌、水肥一体等现代高效农业技

术，有效提高了马铃薯产量及品质。”五星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孙莹说，“今年五星村种植

马铃薯 1314 亩，其中村集体种植 160 亩，每

亩产量 5000 斤左右，按照目前的市场价，预

计今年村集体收入 67 万元。”

近年来，种田乡立足实际，深挖资源禀

赋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种植，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

销对接等方式，着力在马铃薯产业特色化、

现 代 化 等 方 面 下 功 夫 ，促 进 马 铃 薯 品 质 不

断提升、效益不断提高，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辛倩倩 杨兆航）

万亩土豆收获忙

榆中县融媒体中心

伴随着采挖机的轰鸣声，榆中县进入了

中药材采挖时节。田间地头各种机械来回

穿梭，甘草、黄芪等药材被连根拔起，农户们

捡拾、分级、装车，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 今 年 全 镇 新 增 中 药 材 种 植 面 积

8345.67 亩 ，中 药 材 种 植 总 面 积 达 到 5.1 万

余 亩 。”贡 井 镇 工 作 人 员 姜 小 燕 说 ，“ 全 镇

目前共有 12 家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入

社 农 户 472 户 ，从 事 中 药 材 产 业 农 户 达 到

912 户。”

榆中县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各种野生

中药材资源丰富，北山地区甘草、黄芪及马

坡乡的当归等药材品质优良。

“榆中北山地区海拔高，光照充足，降雨

量较少，适合甘草生长，甘草中的甘草苷和

甘草酸含量超过国家标准，我们每年都提前

预购。”药材收购商宋经理说。

“ 我 们 今 年 采 挖 甘 草 1500 亩 ，亩 产 约

800 公斤，通过清理浮草、切断、挑选等工序

出售的精选甘草节每公斤价格 120 元。”甘肃

正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文虎说。

今年，榆中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3 万

亩，全县直接参与中药材种植、加工的人数

在 4000 人以上，带动 2000 余户已脱贫农户

通过参与中药材种植、土地流转、入股分红

等多种联农带农机制实现稳定增收，中药材

产业已经成为榆中县北山及马坡地区农民

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 （田亚飞）

中药材迎来丰收季

安定区融媒体中心

苍松翠柏，蓝天白云，河水

潺潺……秋日，漫步安定城乡，

城市绿、公园多、环境美，群众乐

享其中。

近年来，安定区深入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大力实施“绿满陇

中”行动，持续在生态环境改善

方面狠下功夫，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已成为

安定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幸福

的最美底色。

以绿为笔 绘就水墨风景

走进定西公园，湖畔芳草如

茵，清澈的湖水碧波荡漾，候鸟

逐水嬉戏，悠然游弋。

一路走过关川河畔，微风拂

柳，水流淙淙。“走在河边，十分

惬意。”市民刘甲平说。

安定区从严落实河湖长制，

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

整治和清漂专项整治，有效防范

水生态垃圾污染，打造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景观。

此外，结合智慧河湖建设，

安定区建成了集中统一调度中

心和河湖视频监控平台，在重点

河段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40 套，

累计覆盖岸线长度 38.4 公里，实

现了规模以上重要河流、重点河

段 、敏 感 水 域 及 重 点 点 位 全 覆

盖 ，河 湖 管 护 实 现 由“ 人 防 ”向

“人防+技防”的转变。

生态优先 提升人居环境

傍晚时分，在安定区圆梦广

场，跳广场舞、打太极、散步的市

民比比皆是。“出了小区，就是公

园，每天晚饭后，我都会来这里

散步。”退休教师王旭东说。

安定区坚持“园艺植绿、拆迁

还绿、增植补绿”，以公园广场、主

次干道和单位小区为重点进行生态景观加密

提升，着力改善城区人居环境。今年对行道树

进行了补栽，栽植了8.6万株灌木。

绿化率的提高，改善了城市生态，优化

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品位，安定区相继

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园林城市”。

悉心守绿 齐护美好家园

日前，为抢抓雨量充沛、土壤墒情好的有

利时机，安定区积极开展秋季植树造林工作，

以实际行动为建设生态绿色家园增绿添彩。

“今年秋季计划完成造林 2.9 万亩，农村

‘四旁’义务植树 21 万株，道路绿化 20 公里。”

安定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陈正斌说。

近年来，安定区以退化林修复、人工造林

和“四旁”植树为重点，实施退化林修复、“三北”

防护林建设等一大批重点林业工程，建成福州

林、青岛林等生态精品工程，累计完成造林 158

万亩，让“荒山秃岭”变成“绿树成林”。（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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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市卡加道乡岗吉草产品加工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加工牧草。

燕麦草机械收获现场。

礼县融媒体中心

眼下，正值“三秋”关键期，为推动农业

生产顺利进行，礼县宽川镇抢抓农时，积极

组织各村开展玉米收割作业，确保粮食应收

尽收，颗粒归仓。

礼县宽川镇素有“礼县粮仓”之称，是礼

县重要的产粮区。走进宽川镇张杨村，伴随

着机械的轰鸣声，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忙

碌 作 业 ，金 黄 饱 满 的 玉 米 从 卸 粮 口 倾 泻 而

下，装入农用车转运晾晒。

近年来，宽川镇突出农业优先型发展定

位，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

生产底线，促进农业农村工作迈出新步伐，

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宽川镇累计种植玉米 2.4 万

亩，目前玉米已全部进入收获期，预计亩产

能达到 800 至 1200 公斤左右，较去年亩产增

产 100 公斤。”宽川镇副镇长石博告诉记者。

近期，金色成为宽川镇张杨村礼县惠裕

农家庭农场的主色调，在农场里，玉米堆成

小山，满载着玉米的卡车驶入厂区，一派热

闹的景象。

“我在家庭农场工作，年收入有 5 万多

元。”惠裕农家庭农场机械操作员柏荣君说，

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又能顾家。

据了解，今年礼县惠裕农家庭农场采用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共流转

土地 1650 亩，吸纳 73 名农户常年务工，人均

月收入增加 4000 元以上。

“我们农场今年种植玉米共 700 亩，组织

了两台玉米收割机进行收割，每天能收获 50

亩以上的玉米。我们还将继续抢抓时节，种

植 冬 小 麦 。” 礼 县 惠 裕 农 家 庭 农 场 负 责 人

廖龙说。 （黄园 王晓瑜）

沃野金黄粮满仓

榆中

平川区

宁县盘克镇形赤村村貌。 宁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合作 燕麦开镰“丰”景如画

合作 5000 余亩燕麦草进入收割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