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

近日，清水县白驼镇化岭村的木耳喜获丰收。今年年初，化岭村申请东西部协

作社会带动帮扶资金 170 万元，新建食用菌（木耳）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一处，购买

20万个菌棒，发展木耳种植产业。截至目前，木耳产量达 4.6万斤，毛收入达 160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益 10万余元，带动 168户脱贫群众增收致富。 （周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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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走进位于瓜州县的三峡恒基能脉瓜州

70万千瓦“光热储能+”项目现场，2万余根定日镜

立柱环绕“双塔”，施工人员分散各处有序施工。

“目前，风机已吊装完成 66 台，光伏组件安

装完成 110 兆瓦，光热项目正在进行塔内设备

安装。”三峡恒基能脉瓜州 70 万千瓦“光热储

能+”项目负责人彭世德说。

同时，在该项目定日镜组装车间，技术人员

正在对升降铆接平台、转移工位、机器人拆垛平

台等开展并行测试。

“4 条定日镜生产线是由我们公司自主研

发，同时开工可实现 24 小时持续生产，日均生

产定日镜 160 面。”恒基能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制造中心副经理徐飞告诉记者。

据了解，三峡恒基能脉瓜州 70 万千瓦“光

热储能+”项目是国家能源局第一批以沙漠、戈

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

项目，建设内容包含 10 万千瓦光热、20 万千瓦

光伏、40 万千瓦风电发电项目，总投资约 49.3

亿元。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 19 亿度，每年

可节约标煤 5 万余吨，减排二氧化碳 150 万余

吨，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近年来，瓜州县抢抓机遇，立足“风光”资源

禀赋，聚焦新能源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精准招商，

统筹推进调峰电源、大型储能、外送通道一体化

建设，加快构建清洁能源产业体系，为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效赋能。

在瓜州睿储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兆瓦/1000

兆瓦时莫高储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压路

机、洒水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综合楼、

35千伏高压配电间、400伏低压配电间及主变压

器等基础施工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该项目由上海电气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

约 18 亿元。全部建成后，电站一次蓄满能储存

电量约 100 万度，可连接至莫高 750 千伏变电

站，与国家电网并网发电，可消纳其他新能源企

业的部分弃风弃电，实现互利共赢。

瓜州县境内风光资源富集，风能总储量达

2000 万千瓦，太阳能资源可开发量超过 8300 万

千瓦，属于国家风资源二类区、光资源一类区。

“十四五”期间，瓜州县依托丰富的新能源

资源，在大力发展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同时，充分

发挥新疆、青海、甘肃电网枢纽的有利地形，加

强电网建设，集中打通电力外送通道，强化电源

侧、电网侧、用户侧储能项目建设和布局，推动

新型储能高质量规模化发展。

“目前，全县已建成电网侧储能电站 1 座、

电源侧储能电站 11 座，引进了寰泰全钒液流储

能生产线、海德磷酸铁锂储能生产线，正在推进

上海电气 500 兆瓦/1000 兆瓦时储能电站、寰

泰 125 兆瓦/500 兆瓦时全钒液流储能电站建

设 ，三 峡 恒 基 光 热 储 能 项 目 已 完 成‘ 双 塔 ’封

顶。”瓜州县能源事务中心副主任武宏伟说。

（孙瑶 李云涛）

瓜州：加快构建清洁能源产业体系

高台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走进高台县黑泉镇胭

脂堡滩，成片的梭梭林在高低起

伏的沙丘上迎风摇曳。

胭脂堡滩属于高台北部重

点风沙口，这里植被覆盖率低，

风大沙多，长期影响农业生产。

自 2009 年开始，高台县把该区

域造林列入“三北”防护林防沙

治沙工程，并确定为全县干旱沙

区综合技术造林示范点，采取合

成微生物技术栽培沙生植物、引

水沙地灌溉等措施防沙治沙，实

现了“林进沙退”。

如今，生机盎然的生态林铺

展在胭脂堡滩，犹如一张巨大的

绿网牢牢地锁住了“黄龙”。“今

后，我们还将在梭梭和白刺等沙

生植物上接种肉苁蓉和锁阳，实

现生态效应、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多赢。”高台合成微生物技术

栽培沙生植物项目负责人李鹏

说。

近期，黑泉镇西沙窝义务压

沙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广大干部

群众一起铺麦草、压沙障，干得

热火朝天。

“西沙窝沙化总面积 23.5 万

亩，我们通过人工造林、固沙压

沙和植物固沙等措施，持续营建

沙障和复合林网，让重点沙区得

到有效治理。”高台县治沙推广

站站长黄步青说。

黑泉镇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 ，是 高 台 县 大 力 开 展 防 沙 治

沙 ，筑 牢 绿 色 生 态 屏 障 的 一 个

缩影。

高台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

南部边缘，沙化土地 332 万亩，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50%以上，

是 全 国 防 沙 治 沙 重 点 县 之 一 。

多年来，当地通过全民动员植树

造林，大力开展防沙治沙，生态

环境大为改观。

据统计，自 1978 年被列为“三北”防护林

体 系 建 设 重 点 县 以 来 ，高 台 县 全 面 进 行 沙 、

土、水、田、渠、路综合治理和配套绿化，全县

三 北 防 护 林 一 至 六 期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1.52 亿

元，完成营造林 51.4 万亩，封滩育林（草）46.1

万亩，治理沙漠面积 50.5 万亩，幼林抚育 187

万 亩 ，在 绿 洲 南 北 两 侧 大 面 积 营 造 防 沙 固 沙

林，形成了 2 条南北宽 0.8 公里、东西绵延 137

公 里 的 绿 色 屏 障 ，封 堵 了 外 围 风 沙 对 绿 洲 内

部的侵袭，全县绿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们将坚持不懈防沙治沙，力争完成治沙

面 积 100 万 亩 以 上 ，进 一 步 改 善 全 县 生 态 环

境。”高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丁尚义说。

（段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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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区融媒体中心

初冬，走进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中牌村，村

庄西南面的荒滩上，一座座高标准日光温室整齐

排列。

“这两年，我们村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通过

集 体 入 股 、农 户 入 股 形 式 ，总 投 入 400 多 万 元 新

建 了 17 座 日 光 温 室 ，投 产 后 村 集 体 年 收 益 达 到

30 万元 ，入股农户平均分红 3800 元 。”中牌村党

总支书记姚立强一边查看棚里作物长势一边说。

近年来，金川区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大力推

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合作社的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全

面调动起党员群众积极性，推动强村富民。

目前，全区 27个村实现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全覆

盖，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到了5万元以上。

党建引领聚合力

村 民 富 不 富 ，关 键 看 支 部 ；村 子 强 不 强 ，要

看“领头羊”。金川区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党支

部 领 办 合 作 社 全 过 程 ，着 力 强 化“ 区 统 筹 、镇 推

动 、村 落 实 ”的 三 级 联 动 体 系 ，推 动 发 展

压 力 自 上 而 下 传 导 ，发 展 合 力 自 下 而 上

凝聚。

大 力 开 展 村 党 组 织 带 头 人 优 化 提

升 行 动 ，选 优 配 强 村 干 部 ，组 织 村 干 部

开 展 到 先 进 地 区 观 摩 学 习 、跟 班 学 习 ，开

展“ 练 兵 比 武 ”等 活 动 ，不 断 提 升 村 党 组

织 谋 发 展 、兴 产 业 、抓 落 实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为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组织保证。

毗邻金川区双湾镇北部荒漠的龙源村，

土地贫瘠、人均耕地少，很多村民长期撂荒

土地外出打工，村党组织工作没抓手、作用

难发挥，村集体经济相对薄弱。

2021 年 ，在 市 、区 、镇 三 级 党 委 、政 府 的

引 导 和 推 动 下 ，龙 源 村 党 总 支 成 立 了 合 作

社 ，通 过 村 集 体 入 股 276 万 余 元 、动 员 43 户

村民入股 151 万余元，建成恒温库 1 座、日光

温 室 10 座 ，大 力 发 展 种 苗 培 育 、蔬 菜 种 植 等

产业，当年实现营收 44.46 万元，为村民发放

分 红 2.9 万 元 ，村 集 体 收 入 增 加 19 万 余 元 。

尝到甜头后，龙源村去年又通过集体和村民

入股的方式新建日光温室 15 座，实现盈利 80

万元，村集体增收 27 万元。

“我们通过党支部牵头形成‘公司+合作

社+基地’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既

增加了村民收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龙源

村党总支书记王顺元说。

政策扬帆添动力

“ 以 前 发 展 村 集 体 经 济 都 是‘ 单 打 独 斗 ’

‘小打小闹’，这两年区里出台一系列扶持政

策，还给我们提供项目资金支持，我们发展集

体经济有了动力、更有了底气。”金川区宁远堡

镇山湾村党总支书记王晶晶说。

去年以来，金川区在试点先行、重点扶持

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关于推进村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整合组

织、财政、农业农村、科技、商务、金融等部门资

源，明确提出财政、土地、金融、税收、技术、人

才等多个方面 26 项支持政策，凝聚起了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强大合力。

金川区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全面转型高

质量发展作为村干部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

要指标，建立村干部奖励资金与村集体经济发

展成效挂钩机制，有效激活村干部比学赶超发

展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

按照“先干先支持、多干多支持、不干不支

持”的原则，金川区设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

项引导资金，从项目投入、实际增收、示范效应

3 个方面进行奖补。

此 外 ，金 川 区 通 过 乡 村 振 兴 衔 接 补 助 资

金、区管党费、金融贴息贷款等多个渠道，累计

落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奖补扶持资金 3776

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党群同心增活力

“早知道生意这么好，当初我们就多建几

间房。”近日，金川区双湾镇龙口村党总支书记

魏玉成笑着说。

龙 口 村 地 处 民 勤 、甘 肃 农 垦 金 昌 农 场 的

十字路口，是双湾镇东片区的劳务和交通中

心 。 随 着 村 内 农 副 产 品 批 发 交 易 市 场 的 不

断发展壮大，前来这里的客商、务工人员、客

货运司机与日俱增。依托区位优势，去年龙

口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形式，将闲置多年

的村小学改建成乡村旅馆，没想到生意异常

火爆。

金川区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逐村深入分

析研判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探索形

成了土地入股型、项目带动型、村企合作型、生

产经营型、服务创收型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

式，确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25 个，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呈现出“百花齐放、各显神通”的蓬

勃发展态势。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群众与村集体重

新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党支部工作有了抓手、群

众增收有了依托，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真正实现了从‘百呼不应’到‘一呼百应’的

转变。”谈起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

带来的变化，金川区双湾镇龙寨村党总支书记

杨兆杰深有感触。

（张诗雅 陈泽晋）

金川区：支部领办合作社 强村富民促发展

景泰县融媒体中心

日前，走进白银市景泰县井子川绿色智慧砂

厂，车辆穿梭、机器轰鸣，砂石原料通过输送带源

源不断地传入智能自动化生产线，选砂、洗砂、制

砂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 井 子 川 砂 厂 是 景 泰 县 全 力 打 造 的 安 全、高

效、环保、节能的绿色智慧洗砂生产厂。”景泰佰源

东汇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廷敏说。

近年来，景泰县把维护河湖健康贯穿于河湖

采 砂 管 理 工 作 全 过 程 ，从 抓 整 治 、盘 资 源 、建 制

度、强科技等方面发力，多措并举、创新驱动，全

力以赴解决河道采砂领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流

域河道采砂秩序平稳向好。

为了实现河道采砂统一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景泰县按照“政府主导、国企运营”的模式，将全县

河道砂石资源分五个片区统一交由景泰寿鹿实业

集团开发经营。

“五大片区之一的井子川绿色智慧砂厂，率先

迈出了景泰县河道砂石资源统一开采经营的步伐，

为全县河道砂石资源绿色智慧化开采树立了行业

标杆。”景泰县水务局水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

田向鹏说。

井子川砂厂采用“云网一体、数智一体”的新

基建平台，对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环保状况可以

实现在线监控指挥；生产厂区实行全封闭式作业，

实现抑尘、降噪、清洁生产；生产线进行数字化操

控，污水循环全收集利用，实现节能降耗；整个厂

区绿植环绕，厂区生态环境良好。

“我们将持续以铁腕治理河道采砂乱象，科学

规划利用砂石资源，推进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全力

守护河湖安澜。”田向鹏表示。 （刘立博）

景泰：推动砂石资源绿色智慧化开采

民勤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走进民勤县大坝镇八一村沙葱产业园

温室大棚，一行行沙葱青翠葱郁，生机勃勃，村民

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过秤、包装，一派忙碌景象。

八一村村民叶智香是当地沙葱种植大户。这

几天，他将 18 亩露地沙葱采收完毕后，又和村民一

起采收温室大棚里的沙葱。

“今年种植的 7 棚温室沙葱长势很好，一年能

收割 5 至 6 茬，一茬采收 2000 多斤，按每斤售价 10

元来看，收入可观。”叶智香说。

在八一村，每年 10 月中旬露地沙葱采收完后，

温室沙葱即刻上市。通过冷链物流，新鲜沙葱被

发往兰州、西安、成都、北京、广州等地。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境内光、热、土

资源组合优越，具有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自 2008 年大坝镇八一村人工种出全

县第一棚“家养”沙葱以来，沙葱种植已扩大到民

勤 县 14 个 镇 ，涉 及 40 多 个 村 社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5000 亩以上，年产值 3600 多万元，为当地群众开

辟了一条增收致富新途径。

“今年我种了 4 棚温室沙葱，已经采收好几茬

了。”在种好自家沙葱的同时，八一村村民闫朝霞

还到沙葱产业园务工，一年能挣 1 万多元。

像闫朝霞一样，每到沙葱采收季，当地村民纷纷

加入沙葱采收队，利用农闲时间增加收入。据了解，沙

葱产业园每年可带动周边600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

沙葱具有耐寒耐旱、生长速度快的特点，种植

温室沙葱成本低、省工、节水，一次种植多年受益。

目前，八一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沙葱人工繁育产销

基地，温室棚均收入可达 10 万元，露地沙葱亩收入

1万元。 （杨 燕）

民勤：发展沙葱产业开辟增收致富新途径

金川区宁远堡镇山湾跑羊乡村振兴产业园。 张良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