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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通讯员 刘建军

冬日时节，漫步在成县王磨镇林口村，群山上的松柏依旧

翠绿，青瓦白墙的特色民居、收拾整齐的幸福小院、田间劳作

的村民，构成了一幅和美乡村的幸福画卷。

如何让林口村的美景变成助力群众发展产业的“钱”景，

成为摆在当地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村里开始对盘活的老旧民居进行升级

改造，对民宿周边 500多平方米的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形成集烧

烤、休闲、自助等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基地，预计每年能为村集

体经济年增收 3万余元，带动 20户群众每户每年增收 8000元。

同时，发展天麻157窝，连翘102亩，花椒78亩，发展中蜂725箱，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产业兴村的致富路。

陈小艳是林口村的产业发展大户，在帮扶单位的支持和

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技术指导下，养殖蜜蜂 160 箱，种植 6 亩花

椒、4 亩连翘、6 亩桔梗，通过特色产业发展获得了稳定收入。

“养蜂是我们村的传统产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今年春季

受霜冻影响，蜜蜂减产不少，但我家 160 箱产了 1000 多斤蜂

蜜，按照每斤 30 元的价格，能够卖 3 万多元。”陈小艳说。

今年 62 岁的石岩则把中药材连翘产业做得风生水起。

一辈子与土地为伴的他，依托自己的技术种植了 8 亩连翘，每

年有 3 万多元的稳定收入。同时，他还通过连翘育苗、苗木销

售、技术培训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

产业兴旺的故事也在王磨镇陈庄村徐徐展开。在陈庄村

的大棚种植基地里，60 亩的大樱桃已全部完成栽植，村民正

在为大棚内起垄、覆盖遮草布、埋设滴灌管道等，忙碌的身影

来回穿梭在田地间。

“我们经过对山东等地的考察，结合王磨镇地理特点，引进了

6个优质大樱桃品种5500株，明年就能实现挂果上市，后年进入

盛果期，能够比露天种植的提前一个月左右上市，预计每年能够

实现产值100万元以上。”种植基地负责人赵永兵信心满满。

发展大棚大樱桃种植，是成县达康合作社调整种植结构，

实现农业特色种植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由“种得好”

向“卖得好”转变的一次重要实践。特色产业发展，不仅给当

地百姓带来相对稳定的土地流转租金和务工收入，还通过产

业扶持资金入股分红，增加了大家的收入。

近年来，成县王磨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发展特色蔬果种植，

大力发展中药材、中蜂养殖等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协同发展的绿色道路，乡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快。

成县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林下经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吕鹏飞

孟冬时节，沿着洮河之畔走进定西市岷县西

江镇唐家川村，一座座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水泥

路干净整洁，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与村庄、

远山相映成趣，乡村美景尽收眼底，农民群众喜笑

颜开，一幅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呈现在眼前。

唐家川村的美丽蜕变，只是岷县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走进秦许乡上阿阳村，一股浓郁的药香迎

面扑来，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整齐摆放着刚刚加

工好的“当归佛手片”。“以前我和丈夫在外面打

工，家里的事情照料不上，现在村上发展庭院经

济，让我们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还能照顾

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实在是太方便了。”上阿阳

村村民冯淑珍笑盈盈地说。

“今年，我流转了200亩闲置滩涂地经营农家

乐，目前营业额达到了 82万元，带动 12人稳定就

业，户均增加收入2.6万元，为村集体分红8万元。”

茶埠镇哈扎别院负责人张胜强的喜悦溢于言表。

近年来，岷县围绕基层治理、村级集体经

济、和美乡村建设等内容，紧盯中药材、草畜等

特色产业，引导全县种植中药材 68.6 万亩、马

铃薯 17 万亩、蔬菜 1.26 万亩、猫尾草 10 万亩，

存栏牛 15.8 万头、羊 34.4 万只。出台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倍增跃升”行动若干措施，推动 359

个 行 政 村 前 三 季 度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4357.38 万

元，村均收入 12.14 万元，鼓起了村民“腰包”，

富足了集体“钱袋”，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同时，为了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缺人才、

短技术”难题，岷县实施“岷雁归巢·建功家乡”人

才计划，开展“双百四联”助农活动，选派 46名副

高级以上职称农技人才，深入乡镇重点产业村

开展技术指导、推广新产品。全力做好“组团

式”帮扶协调服务，组建选派科技特派团 22 个，

向乡村振兴重点村、产业合作社选派特聘科技

特派员 55名。设立编制周转池，加大乡村教育、卫生人才引进

力度，引进各领域优秀人才 68人、柔性引进专家人才 63名。

“科技特派团带着人才、技术和经验来指导我怎么养蜂，

如何提高蜂蜜品质，有了专家的指导，我对养蜂更有信心了。”

谈起科技特派团服务，岷县汇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

怀科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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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张家川讯（新 甘 肃·

甘肃日报记者海晓宁 通讯员

马剑妹）张家川县气象局紧扣

县域经济发展“4+2”现代产业

体系建设目标，成立气象服务

专 班 ，通 过 监 测 精 密 、预 报 精

准、服务精细、作业安全，制作

青 贮 饲 料 、黄 贮 玉 米 服 务 专

报、搭建种植户信息服务平台

等 方 式 ，提 供 专 题 气 象 服 务 ，

帮 助 种 植 户 最 大 程 度 规 避 气

象风险，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

了气象力量。

张家川县地处西秦岭山地

与陇西黄土高原过渡带的黄土

丘 陵 沟 壑 区 ，气 候 复 杂 多 变 。

为了帮助当地农户及时掌握天

气变化，气象部门加强防汛抗

旱气象服务。今夏入汛以来，

张家川县发生多区域性暴雨，

当地气象局与自然资源、国土、

水务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根据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密切协

作、注重实效；服务县域、共谋

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部门间

的沟通协调，常态化开展联席

会商，充分发挥以气象预警为

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效用。今

年全县共种植饲料玉米 10.4 万

亩，玉米产量 40.84 万吨，黄贮

玉米秸秆产量 4.5 万吨，这份丰收的喜悦包含

了张家川县气象局工作者们的辛勤付出。

同时，张家川县气象局邀请天水市气象台

的专业人员开展现场教学，推进张家川县智慧

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

气象灾害的能力。为配合张家川县举办“关山

杯”全民健身系列体育赛事、关山文化旅游节

等 大 型 活 动 ，成 立 气 象 保 障 服 务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气 象 部 门 提 前 组 织 技 术 力 量 对 各 类 气 象

站、网络机房、人影作业设备等开展安全检查，

及时排除隐患，为赛事活动的顺利举办提供气

象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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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文 县 1300 多

亩红橘喜获丰收，火红的

橘子挂满枝头，成为白水

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

讯员 刘玉玺

近日，敦煌市民在转渠口镇盐茶村草莓大棚内采摘新鲜

草莓。今年，转渠口镇盐茶村创意农业园区采用“草莓+叶菜

套种”模式进行种植，有效增加了大棚种植效益。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斌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行走在平凉市静宁县城川镇红旗村，小

院幽静，民风淳朴，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乡

村画卷跃然眼前。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近年来，城

川镇红旗村整体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清洁能

源转型，连续抓点示范、连点成线、扩线成

面，加快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

“以前用土厕所，夏天苍蝇多味道大。现在

厕改后，既卫生又方便！”村民吕民武对自家新

建的厕所赞不绝口，厕所是在原有旱厕结构基

础上改造的，外墙涂上保温层，里面贴了防滑瓷

砖，外面还连着一根超过屋檐的排气管。

城川镇党委书记张小萍告诉记者，镇上

从两年前开展农村户厕提质创优和厕所粪

污集中处理及资源化利用，仅红旗村一个村

子就已完成敷设污水收集管网 2198 米，覆

盖农户 80 多户，目前全村已累计完成改厕

670 户。这只是我省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建

设和改厕改厨工作的一个缩影。

日前在静宁县召开的全省推进农村清洁

能源建设暨改厕改厨现场观摩培训班上，临夏

州、成县、静宁县等地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了他

们因地制宜、兼管并重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的经

验。其中，临夏州在推进改厨过程中统筹兼顾

农户冬季清洁取暖需求，推广新技术，做到安

全、干净、卫生、明亮、整洁；成县在改厕过程中

推广群众自建方式，采取“先建后补”，财政补

一点、群众筹一点的办法，让更多群众受益；静

宁县探索推广“节水型三格式、双坑交替式、新

双瓮式、单罐直通式、沼改厕”5种类型，做到宜

水则水，宜旱则旱，因地制宜。

近年来，我省围绕和美乡村创建、农业绿色

发展、农村清洁取暖，全省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同时，开展多能互补的农村清洁能

源综合利用示范建设，在安定、会宁、凉州等46

个县（区）建成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示范村

127个、农村绿色低碳村庄31个，持续推进农村

沼气转型升级，建成各类沼气工程416处，年处

理畜禽粪污、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 180多万

吨，生产沼气3680万立方米，全省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正如甘肃省农业农村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翟自宏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

所说：“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

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

农村厕所革命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是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今年，我省深入

开展农村改厕“提质年”和新改户厕质量“大

比武”活动，多措并举推动各地提高改厕质

量，截至目前已完成今年 28.7 万座改厕计

划，全省农村卫生户厕从 2018 年底的 51.8

万座增加到 293.93 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到 73.55%，极大改善了农村卫生条件，提高

了群众生活品质，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奠定了良好基础。

扎实推进农村改厕 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产业协作有新突破

日前，记者走进榆中城关镇三角城村的榆

中县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化育苗中心，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规范整齐的温室大棚，技术

人员忙着配制营养土、装穴盘、点种等，一盘盘

已经下种的菜苗摆放整齐，蔬菜长势喜人。

天津市坚持把产业协作作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中之重，聚力为农业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推动榆中百合、宁县金银花、皋兰赤金

瓜等为代表的特色品牌不断发展壮大。同

时，持续助力 46 个津甘共建园区建设，引导

73 家优质企业入驻园区，入园企业实际投资

额达 6.49 亿元。结合甘肃农特产品、风电绿

能、文旅康养等优质资源，帮助引进企业 175

家，实际到位投资总额 25.22亿元；举办“津陇

共振兴”“津企庆阳行”等合作交流活动，合计

签订 101 个合作项目，协议投资额达 168.97

亿元。推动津甘东西部协作座谈会现场签约

项目落地实施，推进滨海建投与甘肃建投战

略合作项目、武威市“一带一路”津陇共建国

际物流通道等重大项目落地。

在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口村的

青岛·定西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综合示范园，

马铃薯种薯育苗生机勃勃，部分马铃薯原原

种已经成熟，工人们将一个个光滑圆润、颗

粒饱满的马铃薯种薯进行筛拣、装袋、储存。

山东省把引进企业、项目作为首要任务，

督促协作地把东西部协作资金的 60%投入到

产业合作。今年新增引导落地企业 141 家，

实际到位投资 21.64 亿元，涉及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新能源、食品加工等行业领域。

劳务协作有新提升

今年，我省持续发挥“津甘技工”“鲁甘人

力”劳务协作品牌优势，组织开展系列推介活

动，精准对接甘肃“务工需求清单”和东部“岗

位供给清单”，加大“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

转力度，简化程序，落实好脱贫劳动力外出务

工交通补助政策，帮助 15.95万名农村劳动力

实现转移就业，是协议数的 5倍。

“往返坐车免费，工资 1 万多元，而且厂

里还为我们夫妻专门分了一间宿舍，管吃管

住，干活也带劲。”漳县务工人员赵明兴夫妇

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心。

山东省通过采取互设劳务工作站、开通

就业专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措施，累

计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6.4 万人，今年

帮助 5.81 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发挥山东

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引进济南“阳光大姐”、

蓝翔技校等培训机构 10 余家，推动山东工

业技师学院与培黎职业学院建立结对帮扶

关系，组建鲁甘“工匠联盟”，推行校企联合

培养、订单定向培训等模式，累计培训农村

劳动力 2.3 万人次。

同 时 ，天 津 帮 助 做 大 做 强“ 宁 远 建 筑

工”“鸳鸯玉雕师”“陇原巧手”等劳务品牌，

开展“环县养羊人”“浪花计划”船员培训班

等特色技能培训，激发“劳务品牌＋技能提

升”集聚效应，打造符合当地特色的“培训-

就业-增收”联动项目。截至目前，帮助结

对地区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0.14 万人，其

中 2023 年新增农村劳动力 3.6 万人。

消费帮扶有新拓展

“定西宽粉晶莹白皙、薄如蝉翼、口感

筋道、爽滑入味，欢迎大家选购……”在青

岛·定 西“ 定 西 宽 粉 ”京 东 助 农 馆 内 ，多 名

网 红 正 在 直 播 区 直 播 带 货 。 以“ 定 西 宽

粉 ”为 代 表 的 定 西 马 铃 薯 、中 药 材 、果 蔬 、

牛 羊 肉 、传 统 优 品 等 5 大 类 780 多 种“ 甘

味 ”特 色 优 势 农 产 品 ，以 及 以“ 青 岛 啤 酒 ”

为 代 表 的 30 多 种 青 岛 名 优 产 品 深 受 消 费

者欢迎。

据悉，山东累计采购、帮助销售甘肃农

特产品 77.07 亿元，而今年帮助销售金额就

达 29.09 亿元。山东省发挥人口大省和消费

市场优势，不断优化“甘味入鲁”产销对接机

制，搭建“定西宽粉”京东助农馆等展销体验

平台，推动祥宇橄榄油等特色农产品进机关

进学校进超市，在山东街市及高校食堂开设

河州美食餐厅、兰州牛肉面窗口，引进海尔

日日顺等大型物流园区项目，开通定西马铃

薯冷链铁海联运专列，持续扩大“甘味”品牌

市场影响力。

天 津 是 北 方 重 要 港 口 ，自 津 甘 协 作 以

来，天津市持续深化“陆海空宣传、国内外

联销、线上线下同步”的消费帮扶新思路，

不 断 拓 展 国 际 、国 内 两 个 市 场 ，着 力 推 动

“ 甘 味 ”农 特 产 品 融 入 天 津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创 建 ，协 同 举 办“ 津 诚 所 至·协 作 同

甘 ”产 业 节 、“ 武 山 蔬 菜 博 览 会 ”等 推 介 活

动 ，引 导 农 产 品 销 售 龙 头 企 业 赴 甘 采 销 ，

支持结对县赴津建设特色风情街、“甘味”

展 销 馆 ，年 初 以 来 实 现 采 购 、帮 助 销 售 农

副产品 41.16 亿元。

我省也抢抓农产品集中上市的有利时

机，充分利用东部地区“会展经济”窗口平

台，在天津、济南、青岛等东部重点城市集中

推介、展示销售以“甘味”品牌为主的农产

品，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消费帮

扶规模实现新突破。

——东西部协作助推甘肃高质量发展综述

山 海 携 手 ，共 谱 新 篇 章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签约项目 116 个、金额 316 亿元，目

前已落地98个、到位投资43.97亿元……

这是今年 4月，甘肃省主要领导率党政代

表团赴天津、山东开展互访的成果；

邀请460多家企业参加，签约项目121

个，总投资188.68亿元……这是今年甘肃

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优化营

商环境突破年行动”为契机，大抓东西部协

作招商，将“津陇共振兴”“鲁企走进甘肃”

升级为第29届兰洽会的活动内容。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发

布消息，今年我省新增引导 316 家东部

企业落地，到位投资额 46.86 亿元，比去

年 翻 了 一 番 ；共 建 产 业 园 79 个 ，帮 助

15.95 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帮助销售我省特色农产品 70.25 亿元，

超过去年全年完成数。

今年以来，鲁甘、津甘紧紧围绕产

业发展、区域协作、园区建设、人才交

流、消费帮扶、社会动员、劳务输转等重

点工作，共话山海情，共绘同心圆，推动

东西部协作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

展，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橘
子
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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