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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通讯员 刘建军

绿水泛漪，群山斑斓，古城绮丽。

冬日，成县郊区的磨坝峡变身一幅水彩画，沿着水

库两岸望去，美不胜收。

县城内，青泥河穿城而过，滨河公园里树木林立，夜

幕降临后，音乐喷泉灯光秀竞相上演，令人目不暇接。

近年来，成县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着力推动绿色

发展，以生态特色产业、乡村农旅融合、城市美化建设

为主要抓手，探索生态优先，绿色赋能的发展路径，让

生态“高颜值”带来经济“高价值”，使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之势愈发强劲。

生态产业育出致富果

成县核桃种植面积达到 51 万亩 1100 万株；

共建成11条万亩核桃林带，拥有34个丰产示范园；

共有 200 个核桃专业村，农民户均栽植核桃可达

200 株，人均种植核桃 50 株；

……

一组组鲜活的数据，不仅是成县核桃产业日益壮大留

下的“印记”，亦是成县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山地缓坡面积广阔，光照降水充足，土壤肥沃……

独特的自然环境催生了成县核桃产业发展。

立足于“土特产”的定位，成县锚定“规模化种植、

品种化栽培、园艺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产业发展目

标，通过扩基地、强管理、抓改良、重示范、树品牌、拓市

场，擦亮了“中国核桃之乡”的金字招牌。

为形成产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发展格局，成县因地

制宜，在核桃树下发展“林下经济”，配套种植了蔬菜、中药

材、食用菌等作物。探索形成了以核桃为主导，林粮、林

菜、林禽、林菌、林蜂、林药配套的多元产业体系，既留住了

满目的青绿，又实现了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的道路。

具备了“产”的规模，如何提升“产”的品质和能力？

在强链、延链、补链上下功夫，是成县给出的答案。

对此，成县强化投资，支持企业引进加工设备和生

产技术，注册了“成县核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先后发

展核桃加工企业 10 家，核桃电商企业、专业合作社 40

家，形成了“企业+电商+合作社”的营销体系。

在精深加工中，成县生产出了核桃油、核桃肽、核

桃蛋白粉等系列产品。同时，开发出了枣夹核桃、琥珀

核桃、核桃罐头、核桃酱、核桃坚果等 7 大类系列产品

20 多种，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销售是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成县尝试跨境

电商直播，成功向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国家出口

核桃产品，成功打开了成县核桃的海外市场。

农旅融合迈出致富路

“山中有树、林间有果、路路有花、四季常绿、有玩

有乐、绿色生活”是成县陈院镇梁楼村发展农旅融合的

真实写照。

如今，陈院镇梁楼村已被评为国家 4A级生态园，农

文旅产业融合，释放了生态效能，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一直以来，梁楼村以发展“田园风情生态村、美丽

乡村示范区、特色产业新基地、休闲农业后花园”为目

标，先后投资 9000 余万元，建成了天梁山生态园景区

和渔乐农庄、乡村网红养殖基地等特色休闲景区，形成

了以自然生态景观为主导，集徒步旅游、餐饮娱乐、休

闲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道路。

不仅是陈院镇梁楼村，还有鸡峰镇长沟村、小川西

狭村等一批美丽乡村，走出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生产

发展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让越来越多的成县人在家

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成县做活绿色

文章，以发展县域大景区为统筹，推动文旅资源串点成

线、串珠成链，促进文旅消费全面升级。

城市生态念好致富经

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河水变清澈了，道路变平变直了，健身场所增加

了……市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心情很舒畅！”这是成县市民对这座城市最深切的感受。

近年来，成县始终坚持把生态优先贯穿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围绕创新绿色生产、生活模

式，出实招、严监管、破难题，深入推进生态保护和环境

建设，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让绿色生态成为引领全县发

展的最大潜力、最强动力。

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相得益彰。

智慧路灯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市道路提升、地

下管网改造、城市绿化美化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在

城市“颜值”提升过程中，成县紧盯老百姓的急难愁盼

问题，全力补齐城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用实际

行动赢得了群众的点赞。

同时，紧盯园区、城区、景区“三大区块”提质增效，

紧扣优化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营商环境，持续完善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力、影响力、吸引力、辐射力，为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添翼。

——看成县如何践行“两山”理念

守住一方绿 换来产业兴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进入冬季，取暖成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平凉市按照“因

地制宜、多能互补、高效清洁、绿色发展”的思路，以农村能源

减排降碳为目标，大力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利用和农村冬季清

洁取暖工作，形成了洁净型煤、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互为补

充的能源供给和消费格局，让群众过上“绿色低碳”暖冬。

隆冬时节，天气寒冷，外面刮着凛冽寒风，静宁县城川

镇红旗村村民吕小兵的家中却是暖意融融，明净整洁的窗

台上，几盆打理整齐的鲜花开得正艳。

“家里通过空气源热泵取暖，可以调节温度高低，院里

屋里都很干净，再也不用扫煤灰了。通过清洁取暖工程改

造，我们家能过个绿色暖冬了。”吕小兵说，这种取暖方式清

洁环保，费用比烧煤便宜。

近年来，红旗村紧跟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清洁能

源转型发展，坚持抓点示范、连点成线、扩线成面、整体推

进，让乡村发展彰显温度与活力。

“我们结合全省‘八改’工程，聚焦短板弱项，推进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积极争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示范村庄建设等

项目，以村社为单元集中连片打造配套设施完善、满足群众需求、

绿色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城川镇党委书记张小萍介绍说。

“通过采取财政补助和农户自筹等方式，引导 70%农户

采取‘生物质炉具+散热装置’或‘太阳能+生物质炉具+散

热装置’技术模式取暖。”静宁县农村能源办公室主任何彦

军介绍，同时指导农户利用空气源热泵取暖，鼓励农户节能

节电，提升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率。

走进灵台县百里镇川口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

置点王福寿家，掀开门帘，一阵暖意迎面而来。这个冬天，

他和村里其他搬迁户一样，家里安装了生物质炊事取暖炉，

享受到了清洁能源取暖带来的便利。

提起这项惠民工程，王福寿格外高兴：“今年我们不仅

搬进了新房，还安装了暖气，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以前群众家里烧锅炉一个冬季需要三四吨炭，要花费

几千元，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干净、不安全。今年村里安装

的生物质炊事采暖炉，大家试用后都很满意。”百里镇川口

村党支部书记王鸿堂说。

温暖、干净、划算是群众改用清洁能源取暖后的共同感受。

近年来，平凉市通过政府引导、财政投入、社会投资相

结合的途径，大力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利用和农村冬季清洁

取暖工作，有效提高了农村清洁能源利用率，增加了农村清洁取暖设施覆盖面。

同时，探索出了适合本地推广和农户易接受的农村冬季清洁取暖产品和模

式。先后在静宁县治平镇杨店村、崇信县柏树镇木家坡村、灵台县中台镇康家沟

村、庄浪县岳堡镇大湾村等地，开展电热水暖炕（毯）、墙体保温、生物质炉具、碳

纤维取暖化、“太阳能+高效低排放生物质采暖炉”光热互补采暖系统等节能取

暖技术和产品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此外，按照“集中供热为主、宜气则气、宜电则电、优先用电”的思路，当地针

对城乡接合部、城镇周边及农村不同地域，因地制宜采用清洁电力、燃气、洁净煤

等多种清洁能源相补充，集中供暖与农户分散供暖相协调，节能炉、电、气采暖设

备综合利用的方式，既满足不同农户的冬季取暖需求，又实现清洁供暖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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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冬日，行走在天水市麦积区党川镇郭庄村白家河段，

清澈的河水缓缓流动，水面在阳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

“没有治理以前，这里是自然河道，两边杂草丛生，

乱石堆砌。”郭庄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湖长杨根卯感

慨道，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昔日的小河道变宽了，河

堤加固了。

麦积区河长办高级工程师安赟告诉记者，白家河

段的河道治理是 2023 年 4 月份开始的，总治理长度

28.62 千米，新修堤防总长 7.88 千米，2023 年底前工程

已全部完工。

看着眼前的一汪清水，杨根卯格外珍惜。每天天

刚蒙蒙亮，他便走出家门，沿着河道捡拾垃圾、清理河

道障碍物等。除巡河之外，杨根卯还时刻关注着河道

沿岸的污水直排、废土废渣倾倒等。

“眼前的河道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家园，我们积极动

员村民主动参与到河道保护治理中，确保河道整治实

现常态化管护，努力实现村民共治共享。”杨根卯说。

“除了专人维护，专项治理外，我们还创新管理模

式，在河道管护上用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安赟

说，2022 年以来，我们创新河流巡护方式，加快推进智

慧河湖建设及河湖视频监控建设工作，有效提升了河

湖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驱车沿着白家河段一路前行，每隔一公里便能看

见一个智慧摄像头。安赟指着其中一个摄像头说：“这

些摄像头都是 2023 年新安装的，能够监控到 3 公里以

内的河道水生态变化情况，只要打开手机上的智慧河

长客户端，河流上漂浮的垃圾、河流违规排放问题等一

目了然。既能实时预览，也能看录像回放。”

通过安赟手机上的智慧河长客户端，记者看到，每

个监控镜头都实时对准所属的监控范围，河段水质稍

有波动，便会自动抓拍并报警提醒。

“有了智慧河长客户端助力，就相当于为河道安全

上了双保险。”杨根卯说，遇到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拍

照上传，就能实时传送到区里的“指挥中心”，很快就会

交办解决。

杨根卯所说的“指挥中心”，是麦积区智慧河长信

息管理系统的电脑端。在麦积区水务局，智慧河长信

息管理平台大屏幕上，各级河长的巡查情况、问题处理

等都一清二楚。

安赟表示，智慧河长客户端的上线，既实现了巡河

电子化、数据实时化、交办快捷化，也为河长制考核提

供了依据，切实解决了河道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

白家河段的治理，是麦积区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

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2022 年以来，麦积区大力开展常态化河湖“清四

乱”专项整治，防汛行洪专项整治，黄河岸线利用专项

整治，河湖健康评价、河湖面貌发生根本性好转，“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水生态环境基本形成。

2023 年底，麦积区已完成了 24 条河流河湖管理范围

划 定 复 核 工 作 ，涉 及 河 道 长 度 548 公 里 ，流 域 面 积

3066.25 平方公里，并对全区 100 条河流“一河一策”

实施方案进行了滚动编制。

麦积区麦积区：：让河流更清让河流更清 让河道更美让河道更美

本报定西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杨唯伟）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

来，定西市安定区着力推进城乡生态

建设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国土绿化

质量，聚焦增绿、护绿、活绿、用绿，筑

牢绿色生态基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安定区以创建林长制改革省级示范

区为抓手，抢抓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

东西部协作等机遇，积极争取资金，全力

组织实施陇中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渭河

源林草生态扶贫巩固提升、青岛生态林

“三大项目”，城乡面山绿化、农村“四旁”

义务植树、通道绿化、经济林培育“四大工

程”，努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安定。

建立区乡村三级林长责任体系，设

立各级林长 1198名，划定 2275个网络

化管护责任区，逐步建立“区—乡（镇）—

村—护林员”四级网格管理机制。全面

加强林草综合监测，通过卫星遥感、森林

督查、日常巡查等方式深入开展打击毁

林毁草专项行动。加强森林防火智能化

建设，建成集监测预警、调度指挥于一体

的视频监控平台，新建瞭望塔6座，配备

防灭火设备650余台套，形成天地空、人

物技相适配的防灭火格局。

持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和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通过转包、出租、互换、入

股等方式流转林权，使林权向有能力、

会经营的林业大户、家庭林场、林业合

作社和林业龙头企业等适度集中，发

展林药、林草、林禽等多种林下经济发

展模式，全面提升林业质量效益。截

至目前，全区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 48

家，家庭农场 4家，累计流转林地 8030

亩，林下经济年产值达 600余万元。

安定：生态为本 向绿而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冬日，黑河像一条银丝带蜿蜒铺

展在大地上，雄宏壮阔、风光无限。

近日，金塔县鼎新镇夹墩湾村党

支部书记丁才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

开手机上的巡河应用程序，开始了日

常巡河工作。

金塔县境内黑河河段长 161.4 公

里，夹墩湾村就位于黑河岸边。

见证了村民们依托黑河水资源增

收致富历程的丁才，深知保护黑河的重

要性。2020年担任夹墩湾村党支部书

记之后，他主动接过巡河“接力棒”，入

户宣传护河政策，定期开展义务巡河。

“近几年，黑河水质和周边环境得

到了大幅度改善，群众的环保意识也

越来越强。”丁才说。

据了解，鼎新镇设置镇、村二级河

（湖）长 9 名，建立了河湖统管、体系互

通、监管合一的体制，各级河湖长积极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用实际行动守

护每一条河流，实现了从“有名有责”

向“有能有效”转变。同时，对群众进

行常态化宣传，把爱护河湖生态纳入

村规民约，引导和鼓励村民自觉参与

河道管护，进一步提高全镇群众关心、

爱惜、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河湖长治，方能碧水长流、业兴人

和。金塔县持续开展河湖“清四乱”

“图斑排查”“非法采砂治理”“湖库清

漂”专项行动，河湖长制工作呈现稳中

有进的良好态势。2023 年以来，全县

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 3418 人次，巡

河率达到 100%，整改完成乱堆问题 3

个，共清理建筑垃圾 1000 余立方米。

金塔：河湖长治 碧水长流▲ 张掖境内巍峨壮丽的祁连山。近

年来，张掖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路子，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

实举措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壮 美 祁 连
▲

位于祁连山北麓的民乐县易家湾

村在阳光映照下，风景如画。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隆冬时节，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藏原羚等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

高山雪地间嬉戏觅食。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祁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