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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正月初三，会宁县钟鼓楼易地搬

迁安置小区内，一个个喜庆的大红灯

笼高高悬挂，随风摇摆，将小区装扮得

格外喜庆。

正午时分，走进小区住户李琼林

家，只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阳光铺

洒在客厅内，暖意融融。

“我们能住进这么好的楼房要感

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一套 90 平方米

的 房 子 我 们 只 需 要 掏 1 万 多 就 能 住

上，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屋内，

李琼林笑着说。

李琼林是会宁县平头川镇居民，

2019 年，她和家人从镇上搬迁到县城

里，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刚开始，李琼林在药房工

作 ，2023 年 9 月 ，她 应 聘 成 为

会宁县会师镇文昌社区副书记，负责

社区的党建工作。

“在县城里有了安定的住所，现在

又有了稳定的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

了。”李琼林高兴地说。

无独有偶，同样是搬迁户的杨慧萍

去年 6月在小区里找到了工作，主要负

责入户调解家庭矛盾、进行政策宣讲解

释、帮助老人缴纳暖气费等日常工作。

“家里有 3 个小孩，现在既能工作

又能照顾孩子。”杨慧萍说，“两个孩子

都在会宁县文昌小学读书，从家里步

行 5 分钟就能到，很方便。”

钟 鼓 楼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小 区 有

1267 户 6271 人，居民来自 24 个乡镇

142 个村子，如何让每一户家庭住得

稳、过得好？

保 障 小 区 居 民 就 业 增 收 是 第

一 步 。 （转 2版）

易地搬迁群众的幸福生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巩 炜
马效军 沈丽莉 王 虎 洪文泉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王昱钧

隆冬时节，记者走进临夏州广河县，

驱车行驶在 G1816乌玛高速公路广河段，

农田里堆放整齐的绿色青储包随处可见，

构成了冬日里一道别样图景。这样用机

器将饲草玉米连同秸秆一起粉碎打包，经

过日照发酵，将变成优质的牛羊饲料。

广河拥有 2000 多年的牛羊养殖历

史，延续至今，牛羊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巩

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县域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性产业。目前，

广河县有规模养殖场 400 余家，规模养

殖户 1.8 万多户。

“捏码子 揣袖筒”“以养起名”“以羊

学字”……1 月 29 日，记者来到广河县肉

羊良种繁育中心的种羊公舍，一个个“羊

文化”标牌格外醒目，在围栏外，工人驾

驶喂料机投撒饲料，萨福克等品种的公

羊享用着精心配比的饲料。

这 个 现 代 化 的 繁 育 中 心 诞 生 于

2023 年 4 月。广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马进福说：“良种繁育中心是广河县投资

的集科技示范、肉羊人工授精技术集成

示范、养殖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中心，目前引进了纯种白头萨福克、黑

头萨福克、杜波、特克赛尔、陶赛特、澳洲

白、南丘、湖羊八个品种的优质种公羊

44 只，免费向全县母羊繁育场、繁育合

作社和繁育示范户开放。”

在以前，广河县牛羊养殖户虽多，但

大多数都是散户单打独斗，养羊没有统一

的标准，品种杂乱，更不用说规模化养

殖。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如何做大做强这个传统产业成为摆在广河

县面前的重要课题，于是，作为整个羊产

业链的神经中枢——良繁中心应运而生。

广河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马小龙告诉记者，别看这些纯种公羊腿

短、个头小，但它们体型壮，肉质好，繁殖

率高，且不易生病。

“目前，全县羊存栏 130 万只左右，

其中母羊 23 万只，繁育中心的公羊为全

县 10 万只母羊提供了繁育服务。”马小

龙说，随着规模的扩大，将为全县肉羊良

种化奠定坚实基础。

马进福介绍，良种繁育中心缩短了

母羊繁育的周期，每胎缩短生产周期 1个

月，单只节省成本 50元以上，同时也为养

殖户提供了最优公羊种源，帮助养殖户

解决了缺公羊的难题，节省了养殖成本。

“以前，我养殖的 5000 多只母羊需

要养殖 100 多头公羊来完成繁育任务，

如今通过人工授精技术，只需要两三只

公羊就够了，节省了很大的养殖成本。”

广河县图腾牧业公司负责人马小成说。

要想实现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就要

紧紧牵住良种繁育这个“牛鼻子”。近年

来，广河县积极扶持养殖企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养殖西门塔尔基础母牛以及湖羊、

萨福克等优质品种基础母羊，引进纯种澳

洲白、南丘等种公羊，配套万只母羊奖补扩

繁计划，着力推广母畜繁育养殖。全县共

发展核心基础母牛繁育基地13家、母羊繁

育基地32家，养殖基础母牛6.5万头、基础

母羊 24.5万只，年繁育牛犊 4.2万头、羊羔

53万只，推动牛羊异地引进育肥向自繁自

育转型，品种繁杂低产向优质高产升级。

同时，良种繁育中心还与甘肃农业

大学科技专家团队合作，在当地选取 10

个养殖场，确立牛羊产业发展的养殖标

准、品种标准、饲料标准、肉质标准，建立

主要饲料原料数据库、青储玉米和精饲

料安全性评价及营养评定体系，并制定

了牛羊饲草（料）配方。 （转 2版）

——广河县推动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见闻

打 造 陇 原 良 种 繁 育 高 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砚

“马大哥，最近暖气够热吧，温度满意吗？”“今年供暖

质量好，前几天下雪降温，家里还是热乎乎的。”近日，兰

州市七里河区阿干镇组织网格员全员下沉，采取“四访四

问”“四看四查”方式走访入户，及时掌握居民家中的供热

情况。

年终岁末，兰州市各县区加大“访民问暖”行动力度，

针对寒潮降温，增加入户频次，扩大入户范围，及时化解

供暖问题。兰州市供热调度中心全天候不定时通过供热

监督管理平台对各供热单位运行参数进行检查，对运行

温度偏低的供热站点及时调度，确保运行温度达标。

时时放心不下，事事紧抓不放。兰州市深入开展“访

民问暖”行动，以“民生温度”检验主题教育成效，以实际

行动为推进强省会行动、建设新时代美丽兰州交上满意

的“民生答卷”。

不漏一户 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供暖问题解决了，小区居民都特别开心，这个冬天

家里特别暖和。”日前，在安宁区培黎街道向阳社区朝阳

小区住户张慧兰家中，工作人员正了解其家中供暖情况，

张慧兰对目前家中的温度很是满意。

由于去年供暖不达标，朝阳小区居民缴费不积极，欠

费率达到 30%以上，小区面临着暖气停供问题。培黎街

道多次组织物业及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了解诉求，制定

解决方案，及时联系另一家供暖企业进行保供。

“朝阳小区一共 221 户，所有住户今冬都准时供暖。

在对居民入户走访过程中，95%的居民家中温度达到了

20 摄氏度以上，缴费意愿也有了很大改善。”培黎街道党

建专干缪世瀛说。

去年以来，兰州市将“保供暖”工作作为主题教育“为

民办实事”重要内容，市、县区同步开展“访民问暖”行

动。兰州市住建局成立 25 个工作组赴县区、街道和供热

站点进行全区域逐个排查，确保不落一个县区、不漏一家

企业（站点），及时发现并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各县区组织

辖区工作人员按照不落一个小区、不漏一家用户的要求，

对居民供暖开展全覆盖走访。

目前，兰州市“访民问暖”行动已完成三个阶段走访，

基本实现全覆盖排查。自 2月 6日开始，进入“访民问暖”第四阶段，重点加强

春节期间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供热单位走访力度，做好节日期间供热保

障，持续开展巡查和全域抽查检查。

兰州市在市、县区住建局同步设立投诉电话、投诉监督电话，在兰州热

力集团设立 96599 热线，在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设立供热专席，在各供热站

点设立服务热线，共 381 个，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群众投诉渠道

畅通。截至 2024 年 2 月 6 日，市区供热服务部门和 96599 热线累计受理政

策咨询及投诉 16.3 万余件，办结率 99.9%。

以民为本 创新供热补贴方式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2 月 8 日，兰州市委主要领导班子第五次调研推

进城市供暖保障工作。 （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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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通讯员 何喜田

龙腾虎跃，万物化春。简单的

“ 福 ”字 、生 动 的“ 龙 ”图 …… 一 直

以来，剪窗花就是秦安县传统春节

习俗之一，象征着吉祥如意，寄予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春节期间，记者来到秦安县耘

春堂梅霞剪纸艺术有限公司，纸片

飞舞，剪刀窸窣，天水市剪纸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安梅霞正在聚精会

神地创作一幅“福”字作品。不大一

会儿，一个灵动的“福”字就成型了，

火红的“福”字，不仅烘托出浓浓的

节日氛围，更传递着浓浓的民俗文

化，让这间不大的工作室充满了幸

福的“年味”。

据介绍，秦安县剪纸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已经完全融入了百姓的

生活，每逢节假日，家家户户都要在

窗棂上贴各色“窗花”。

而作为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安梅霞最

忙碌的时候。“将一幅幅寓意美好祝

福的剪纸作品送给父老乡亲，我觉

得很有意义。”安梅霞说。

大年初四，安梅霞早早地来到

了自己的工作室，一手捏红纸，一手

握剪刀，在简单的纸张上，创造出千

变万化的图案。在她工作室的一

边，摆放着各色剪纸作品，有传统窗

花，有花卉草木，也有飞禽走兽、民

俗事象、文学戏曲人物等。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从 2005年

开始，安梅霞先后赴延安、庆阳、衡

水、西安等地学习剪纸技法。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不懈努力下，她的剪纸

逐渐形成了浓郁的地方风韵。不仅

生动逼真、简约传神，还能在沿袭前

人剪纸纹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

论是摹物、拟人，还是叙事，都可以在

一剪一刀间信手拈来，意蕴深厚。

“安梅霞凭着一把剪刀，一张彩

纸，闯出了自己在剪纸方面的一片

新天地。”秦安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说，2020 年，她的剪纸作品《福佑

苍生》获得甘肃省第十届“百花奖”

一等奖，她本人也先后被评为天水

市陇原巧手、天水市乡土人才等。

为了把秦安县剪纸艺术发扬光

大，安梅霞还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

动，为中小学生普及、传习剪纸技

艺。在她看来，秦安剪纸的每一刀

每一剪中，都浸透着秦安人对生活

的执着与乐观。

“剪纸是源于生活的艺术，一刀

一剪都很讲究。”安梅霞说，只有让

非遗融入生活的点滴，才能实现真

正的传承。

巧 手 剪 出 幸 福 花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小枢
左玉丽 刘健 曹立萍 王煜宇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马海俊

“真的要通了吗？太好了！”1 月 29

日下午，听说渭源至武都高速公路木寨

岭特长隧道将于 1 月 31 日 0 时通车的消

息后，大货车司机王发福顿时喜形于色，

露出灿烂的笑容。

一

王发福是武威人，常年在甘肃与四

川之间跑货运。此次远行，他驾驶着一

台长 21 米的 6 轴半挂车，将满满一车饲

料从武威运往四川达州。

见到王发福时，他刚刚驾车沿国道

212 线从漳县翻越木寨岭，重新驶上渭

武高速公路，抵达岷县服务区停车休息。

木寨岭横亘在定西市岷漳两县间，

最高海拔约 3200 米，是兰州往陇南方

向、南下入川的一道天然屏障。

2021 年 1 月，渭武高速公路通车运

营。但由于木寨岭特长隧道尚未建成，过

往车辆到达漳县境内的大草滩收费站和岷

县梅川收费站30公里区间时，须驶下这条

高速公路，沿国道212线翻越木寨岭。

“山上大部分时间都特别冷，下雨下

雪后路面经常出现结冰，特别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一堵就是几个小时。另外，这

条路还有一段 13 公里的连续下坡，下山

时，大货车要不停给刹车洒水降温。像

最近这么冷的天，洒在路上的水马上结

成冰，特别危险。”说起从国道 212 线翻

越木寨岭，王发福感慨万千。

但 木 寨 岭 特 长 隧 道 的 建 设 ，并 非

易事。 （转 2版）

——渭武高速公路木寨岭特长隧道通车见闻

多 年 期 盼 今 朝 梦 圆

走 高 速·看 变 化

进 乡 村·看 发 展

2月 13日，市民在张掖市甘州区丝路冰雪城游玩。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成林

2 月 11 日，在平凉市崆峒区崆峒古镇广场，舞龙、舞狮等民俗文化活动精彩上演，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黄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