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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中县融媒体中心

农业绿色发展势头正旺，农产品检测取得

突破进展，农产品加工方兴未艾……近年来，

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以建设新时代美

丽榆中为目标，聚焦绿色生产、产品安全、精深

加 工 ，持 续 推 动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全 面 推 进

乡村振兴。

绿色生产 擦亮农业底色

近日，榆中县高墩营村健身活动中心人头

攒动，几辆拉满化肥的货车停在广场，村民们排

队有序领取化肥。

“我领到了 50 袋化肥，打算今年种 12 亩蔬

菜，有了这些有机肥，春耕就更有信心。”领到化

肥的村民钱共军高兴地说。

此次发放有机肥是榆中县实施化肥减量增

效项目的一项重点工作，2023 年，全县共发放

有机肥 6773 吨。

过去一年，榆中县围绕重点产业，以有机

肥、绿色环保农药推广和绿色防控为重点，在

高原夏菜产区，通过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

方式”集成配套落地、巩固提升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开展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等方式，完成农

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技术

示范推广 50.4 万亩，绿色环保型农药应用面

积 25 万亩次；增施有机肥面积 10 万亩，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 94 万亩以上，技术覆

盖率达到 90%以上，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为农业产业绿色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榆中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张光

全介绍，榆中县通过以旧换新、机械化拾捡等措

施，回收废旧农膜 3000 余吨，回收率达到 84%

以上。同时，推广高标准加厚地膜面积 25 万

亩，该地膜保温保墒压草效果好，使用后更易于

捡拾回收，可以从源头上保障地膜的可回收性，

助力保障农业生态环境。

榆中县还全面完成黄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

项目，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2%，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9%以上，全县尾菜处理利用率达

到 80%。

守牢底线 保证产品安全

2023 年 6 月 至 7 月 ，榆 中 县 农 技 中 心 顺

利 通 过 CMA 和 CATL 检 测 机 构“ 双 认 证 ”，

即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检 测 机 构 考 核 合 格 证 书

和 检 验 检 测 机 构 资 质 认 定 证 书 ，这 也 标 志

着全 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迈上了

新 台阶。

榆中县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

作，在 20 个乡镇、43 家菜库、蔬菜产销基地均

建立检测站点。检测站点采取以监督抽查为主

的监管模式，聚焦规模化生产主体，兼顾小规模

主体和散户，不断调整扩大监测覆盖面。2023

年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定 量 检 测 样 品 量 达 到

10.78 万例。

同时，重点加强农药、肥料生产经营企业的

整治和常规检查，并加强对“三品一标”认证企

业的监管。2023 年以来，累计督促企业出具合

格证 82847 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全面

推进，回收总重量达 8.5 吨，回收率已达到 60%

以上。

高质高效 打造优势全产业链

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兰州高原夏菜配

送中心加工车间，新引进的清洗机、切片机、速

冻机、包装机等农产品加工设备，在宽敞明亮的

车间展示着“科技范儿”。

“我们现在有 4 条加工生产线，分别是马铃

薯加工生产线、莴苣加工生产线、果菜加工生产

线、叶菜加工包装生产线。”该企业负责人谈应

勇介绍道，“现在设备都在调试中。预计 2024

年 5月，这 4条生产线全都能投入加工生产。”

近年来，榆中县坚持用工业思维发展农业，

高效推进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做

足“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全力推

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通过农业“接二连三”和农

产品加工业前延后伸，加速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让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增值收益。

目前，榆中县共培育神果百合、兴业驴肉、

康源蔬菜、宏鑫中药材、雪晶源马铃薯淀粉等一

批精深加工优质企业 60 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张永琰）

榆中县：发展绿色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金川区融媒体中心

近日，在金昌市金川区龙首新区托育服

务中心托小班，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感

统游戏。他们有序排队，通过爬、走、绕等动

作，绕过“重重障碍”，最终到达终点……一遍

又一遍，乐此不疲。

“孩子在这边托育一个多月了，感觉成长

得很快，我也轻松了不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幼儿家长刘璐说。

为不断扩大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

供应，努力满足广大家庭对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需求，去年以来，金川区谋划实施了托育服

务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建 设 了 办 普 惠 托 育 服 务

机构——金川区龙首新区托育服务中心。

金川区龙首新区托育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4200 平方米，于 2023 年 11 月投入运行。室

外场地配备了大型组合玩具区、彩虹跑道、沙

池和种植体验区，内设接待大厅、晨检保健

室、保教室、手工室、游戏活动室和多功能室、

培训室、咨询室、办公室等教学辅助配套用

房。设有 8 个托育班，托位 145 个，结合孩子

的生理、心理特点，为辖区 3 岁以下婴幼儿提

供认知发展、创意涂鸦、国学启蒙等一系列早

教课程。

“金川区龙首新区托育服务中心以‘家长

放心、孩子开心、我们用心’为办学宗旨，是集

保 育 、教 育 、医 育 为 一 体 的 托 育 服 务 中 心 ，

可 以为婴幼儿家庭提供安全照护、健康照护、

营养照护、回应照护‘四位一体’的全日托普

惠服务，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金川区龙首

新区托育服务中心主任曹晓棠说。

目前，金川区有 9家托育服务机构，共有托

位 879 个，千人口托位数为 3.2 个，可基本满足

全区当前的托育需求。“计划建设更多的托育

服务机构，为婴幼儿家庭提供质量有保障的普

惠托育服务，进一步推动全区育儿事业发展。”

金川区教育局局长赵永军说。 （宋金凤）

金川区：优质托育服务解决幼儿照护难题

金塔县融媒体中心

“ 这 些 肉 品 是 从 哪 里 进 货

的？请出示一下进货凭证和检

验报告。”“后厨的垃圾桶要记得

盖 上 盖 。”“ 冷 柜 冷 冻 的 肉 品 要

用 盒 子 装 起 来 或 用 保 鲜 膜 包

起来……”

近日，金塔县市场监管人员

实地对全县餐饮企业进行全方

位检查。每到一处，工作人员详

细 查 看 食 品 安 全 信 息 公 示 栏 、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操作间卫生

状况、餐具消毒等情况，并叮嘱

相关人员做好设施设备的清洗

维护。

这 是 金 塔 县 开 展 创 建 国 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的一个

缩影。

在 金 塔 ，传 统 乡 镇 大 集 是

农 民群众购买各类食品和生活

用品的重要场所，也是食品安全

监管的重点。

每月 6 日，是金塔县古城乡

群众赶大集的日子。“每逢大集，

我们全员出动，严查集市摊贩的

食品索票索证、三防措施落实等

情况，坚决杜绝出现三无食品、

过期食品、变质食品，目前集市

食 品 经 营 者 持 证 率 达 到 了

100%。”古城乡市场监督管理所

所长刘小虎介绍。

“有市场监管人员在，我们

买东西也放心。”来赶集的古城

乡新丰村村民柳志说。

“ 菜 篮 子 ”“ 米 袋 子 ”“ 油 瓶

子”“肉盘子”……食品安全涉及

千家万户，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考量着一个

城市的综合治理水平。

洗菜、配菜、烹调、备餐……

在金塔县各类餐饮企业，后厨备

餐过程清晰透明。市民还可以

通过“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看到

整个后厨的卫生状况。

自酒泉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

作开展以来，金塔县深入推进“互联网+智慧监

管”，广泛推广“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开展

“生鲜灯、美颜灯”专项整治行动和各项检查、

整治、抽检，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坚决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

从城市到农村、从农贸市场到商超、从路

边餐馆到高档酒店，经营场所干净卫生、明厨

亮灶公开透明、操作流程标准规范……一项项

共治共享、创新监管的新举措，不断推动着金

塔逐步形成人人参与，社会各界合力共治的食

品安全共治新格局。 （王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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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融媒体中心

老旧小区，人为电动车充电“高空飞线”；

高层小区，电动车“乘”电梯上楼充电……种种

行为给小区居民带来安全隐患。为切实解决

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难，2023 年，嘉峪关市把

非 机 动 车 车 棚 和 充 电 设 施 配 建 工 程 确 定 为

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让居民的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

“现在把电动车停到车棚里，不但防风防

雨防盗，还可以充电，价格也合理，安全又方

便。”在嘉峪关市雄关街道丰麦园 B 区，居民

董艳将电动车停放在新建好的非机动车车棚，

扫码后，电动车开始充电。

丰麦园 B 区的非机动车车棚约 40 平方米，

双侧智能充电桩设置的插座上标有编号和二

维码，可供近 20 台电动车同时充电，车棚上还

安装有摄像头，居民停车充电更安心。

负责丰麦园 B 区物业的中核和诚物业公

司项目主管周宏丽说：“以前小区飞线充电现

象非常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管理困难。

现在，政府修建了充电车棚，得到了业主的高

度好评，管理起来也很方便。”

在嘉峪关钢城街道德惠小区内，新车棚干

净明亮、设施齐全，既解决了小区的安全隐患，

又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友谊街区，非机动

车车棚解决了居民“高空飞线”的困扰，居民通

过连接充电器、扫码，就可以给电动车充电，使

用起来非常方便。

据了解，嘉峪关市非机动车车棚及充电设

施配建工程为全市 16 个小区内新建非机动车

车棚 25 座，总建筑面积为 1922 平方米。项目

推进过程中，嘉峪关市房产服务中心针对现有

住宅小区实际情况，科学合理规划场地，建设

非机动车车棚，引进智能充电桩，配置灭火器、

LED 节能光源、红外高清摄像头等，为居民的

电动车找到“新家”，让电动车充电做到“人车

分离、集中充电、自动断电”，消除因“飞线”充

电带来的安全隐患。

（白艳华 武晓霞）

智 能 车 棚 进 小 区
安 全 便 捷 解 民 忧

环县融媒体中心

寒冬时节，环县群山环抱中的村庄静谧，饲

草料垛码放整齐。干净整洁的羊圈里，膘肥体壮

的母羊悠闲地吃草、晒太阳，小羊羔活蹦乱跳。

2023 年 以 来 ，环 县 坚 持“ 一 本 羊 经 念 到

底”，持续走好草羊产业富民之路，不断完善扶

持政策和产业体系，通过基础改造、品种改良、

屠宰带动、营销加力，进一步提振了发展信心、

巩固了产业链条、增加了农民收入。

村办合作社巩固“基本盘”

芦家湾乡宋家掌村是环县的专业养羊村，

现有养羊户 183 户，羊存栏 5200 多只。2023

年，面对羊畜市场价格走低的现状，村里注册

成立宋掌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入集体

经济资金，以奖补的形式收购群众羊只，确保

群众养羊积极性不受影响。

38 岁的张丽红是宋家掌村村民，也是当地

养殖大户。“我家世代养羊，去年羊出栏 150 余

只，毛收入近 15 万元。”作为本村产业指导员，

张丽红不仅自己养羊，还依托村里合作社，为

80 余户养殖户提供上门收购服务，帮助养殖户

落实奖补 1.5 万元。

“去年我在奖补政策的支持和村里合作社

的带领下，养羊毛收入达到 13 万元。今年我准

备再建十几米羊棚，增加二三十只繁殖母羊，

扩大养殖规模。”养殖户张明信心满满地说。

专业合作社坚持提质效

2012 年，毛井镇红土咀村的杨文斌率先在

全镇成立恒基肉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如

今 他 的 合 作 社 基 础 母 羊 存 栏 达 到 8000 只 以

上，种羊和肉羊销售拓宽到 15 个省，年销售额

近 6000 万元。

2023 年，杨文斌从庆环制种公司购买了

150 只优质种公羊，免费投放给部分基础母羊

存栏达到 30 只以上的养殖户，通过改良品种，

提高养殖效益。同时，对周边养殖户进行不定

期的养殖技术培训，引导养殖户通过科学养殖

降低成本。

“我家紧跟政策导向和发展形势，去年养羊

收入 5万元左右。”红土咀村养殖户樊成银说。

和红土咀村一样，毛井镇其他村也紧盯市场

需求，坚持做提质增效的文章，全镇2023年培育湖

羊提标扩群户35户、黑山羊养殖户51户，建成育肥

场2处，改扩建黑山羊养殖合作社1处，调引黑山羊

1071只，全镇羊只饲养量稳定在 28万只以上。

政府“三大体系”保驾护航

2023 年，环县及时出台《关于完善联带农

机制靠实政企社村户责任促进羊产业提质增

效的实施意见》，持续落实订单收购奖补政策，

打消了养殖户在羊市场低迷期的顾虑。

“ 通 过 奖 补 政 策 ，极 大 激 发 了 企 、社 、村 、

户养殖积极性，有效实现了企业增产、合作社

增效、农民增收。”环县现代羊产业研究院院长

张建华说。

除了政策加持，环县建立的推广优质肉用

羊、提纯复壮黑山羊、引育纯繁奶山羊“三羊开

泰”产业体系，政、研、企、社、村、户、服“七位一

体”的经营体系，以及一级车间培育良种、二级

车间杂交扩繁、三级车间专业育肥、四级车间

屠宰加工、五级车间熟食开发的“五级二元”生

产体系，成功把养殖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科

研机构等产业主体联结在一起，扛住了低迷市

场的考验，提振了群众养殖信心，促进全县草

羊产业稳定高质量发展。

据环县畜牧兽医局统计，2023 年，环县羊

只饲养量达到 369 万只，草羊产业产值突破 60

亿 元 ，养 羊 农 户 人 均 来 自 羊 产 业 的 收 入 突 破

8000 元。 （李文 郭海霞）

——环县持续推进草羊产业提质升级

念 羊 经 兴 羊 业 发 羊 财

嘉峪关

民乐县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民乐县致力于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举

办各类文化惠民系列活动，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目前，在全县开展戏剧展演、

周末文化惠民演出等系列文化活动 268 场次，放映农村

公益电影 2100 场次，观影人数达 6 万多人次。为全县

172 个行政村、14 个社区农家书屋和 50 家公办民办幼

儿园补充更新价值 30 万元的出版物，为群众奉上了一

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民乐县在乐民新城组织开展了“春绿陇原·文化进

万家”文化惠民活动。 （民乐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老师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