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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原县融媒体中心

特色产业活力迸发，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营商环境愈加良好……近年来，镇原县紧扣

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未来所向，坚持稳字当

头、进字为要，凝心聚力、笃定实干，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

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局面。

“进”的势头更加强劲

孟春时节，走进镇原县郭原乡王沟圈村温室

大棚内，拳头大的彩椒挂满枝头，红的、黄的、绿的，

煞是好看，工人们穿梭其间，一派春忙景象。

“拉枝、打蔓、采摘，根据彩椒生长的不同

阶段，我们进行对应的操作。”王沟圈村民慕

社元说，自己在彩椒基地当技术工已两年多，

每天能挣 100 元，也能照顾家里。同时，慕社

元将家里的 10 亩土地流转给彩椒基地，每亩

土地每年可分红 500 元。

王沟圈村党支部书记范永新介绍，为发

展特色产业，村里引进了山东彩椒种植技术，

因地制宜发展设施蔬菜，不仅为群众提供了

就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而且为持续壮大

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坚强支撑。

王沟圈村发展特色产业并非个例。近年

来，镇原县立足资源优势，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相结合，引导主导和特色产业互补发展，产业

发展呈现出良性互促、提质增效的强劲势头。

目前，镇原县已建成肉鸡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西北最大的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基地和一

大批设施蔬菜、食用菌示范基地，太平镇枣林村

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镇原县成功纳

入全国第四批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创建名单。

“新”的动能更加澎湃

去年 12月 27日，镇原县制氢制甲醇及重卡

一体科技园项目落户镇原县。这个项目是当地

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

高、示范带动性强，其中风光发电项目一期投资

26亿元，建成后年上网电量预计可达到 11.5亿

千瓦时，年产值 2.6亿元；制氢、制醇一体化项目

计划投资 30亿元，建成后年生产绿色甲醇可达

3万吨，年产值2亿元；氢醇重卡装备及配套科技

园项目计划投资 34亿元，建成后年可生产氢醇

重卡5000台，年产值达30亿元。

“选择在镇原县投资就是看中这里良好的营

商环境。项目启动以来，镇原县高度重视，全力协

调解决各类问题，全程帮办代办前期手续，一系列

举措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心。”项目投资方深

圳市航能氢醇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连波说。

镇原县坚持抓项目扩投资、强产业增动

能、调结构转方式，新的增长势能加速集聚，

能源开发、地方工业、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取得

较大突破，圣越农牧公司实现并购上市，平庆

铁路开工建设，综合管网等一批群众期盼已

久的民生项目建成投用，乡镇街区雨污分流

和污水处理厂（站）实现全覆盖。

2023 年，当地签约落地招商引资项目 71

个，其中亿元以上 16 个，完成投资 110.4 亿元，

到位省外资金 59.1亿元。

“好”的氛围更加浓厚

“县里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帮助我们走出了困境。”甘肃金星啤酒有限公

司总经理闫福武介绍，2023 年公司实现产量 2

万多吨、产值 6000 万元，同比增长 300%。

由于底子薄、设备更新慢等原因，甘肃金

星 啤 酒 有 限 公 司 一 度 面 临 生 产 营 销 难 等 困

难 。 得 知 情 况 后 ，镇 原 县 委、县 政 府 高 度 重

视、全力跟进，帮助企业顺利渡过难关。

镇原县针对企业“痛点”和“难点”，对症

下药，精准帮扶，积极打造“全链条”“保姆式”

服务，全面助力企业做大做强。2023 年，当地

累计为企业融资 22.6 亿元，新登记经营主体

2554 户、同比增长 13.6%；新增规上企业 5 户、

限上经营主体 10 户。

春风催新绿，擂鼓再出发。镇原县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当地要坚持“优质高效强农业、培育招

引强工业、大小齐抓强三产、项目生态强支撑、政

策红利强后劲”的发展思路，补短板强优势，创特

色提质效，冲刺“开门红”，力拼“全年旺”。

蓄 势 前 行 勇 争 先
——镇原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切肉、翻炒、颠锅……爆炒鸡让人垂

涎不已、红烧鱼香气四溢，厨师长认真制

作，学员聚精会神学习，2024 年广河县齐

家 镇 中 式 烹 调 师 技 能 培 训 现 场 一 片 繁

忙。

培训中，老师将学员进行分组，详细

介绍食材选择、调料合理搭配等，并现场

示范操作。各组学员围着灶台，按照方

法步骤认真演练，不时提出烹饪中遇到

的问题，学习氛围浓厚。

“通过参加培训班，在短时间里学会

了多种中式烹调的方法，收获很大。在

接下来的培训中，我会努力学习手艺，走

出去挣钱，把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学员

马国祥信心满满地说。

与此同时，齐家镇挖掘机驾驶员培

训也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老师通过现场

操作示范、互动交流等教学模式，为学员

教授基础操作方法和驾驶技巧，手把手

指导学员操作机械。

得知县里组织专项培训，本就对挖

掘机感兴趣的马宏彪立马报名参加。“开

始觉得很难，但在老师的帮助指导下，慢

慢掌握了技巧。”马宏彪说，希望通过培

训成为持证挖掘机司机。

近 年 来 ，广 河 县 人 社 部 门 多 次 组

织 举 办 技 能 培 训 ，培 训 内 容 与 社 会 需

求 契 合 度 紧 密 结 合 ，以 培 训 促 就 业 ，着 力 提 高 广 大

群众的就业本领和创业能力，缓解外出务工就业难

的问题。

据了解，此次技能培训共开设两个班。培训内

容 以 挖 掘 机 、中 式 烹 饪 为 主 ，共 为 齐 家 镇 100 多 名

群 众 进 行 培 训 ，培 训 结 束 后 ，还 将 对 学 员 进 行 相 关

职业能力考核，为考核通过的学员颁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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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源县融媒体中心

累计争取各类资金 35.18 亿元，新建续建亿

元以上项目 47 个，完成投资 33.7 亿元，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资金突破百亿元大关；

与青岛市城阳区签订“飞地经济”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全县规上企业、亿元级企业累计分别

达到 28 家、8 家；

文旅新城、科创新城开发建设火热推进，元

古堆村荣膺首批省级“和美乡村”、晋升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023 年，渭源县拼搏实干，着力推动高质

量追赶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好、进中

提质、效速兼具。

奋楫笃行 乡村振兴提档加速

渭源为发展破题，向实践求解，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上砥砺

前行。

全面推广“甘肃一键报贫”系统，优化完善

“5446”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扎实开展“千名干

部进千村”和成果巩固提质增效行动，脱贫成果

持续巩固。

动态识别纳入“三类户”5459 户 1990 人，消

除风险 119 户 474 人。全县整体风险消除率达

58%，进一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改造卫

生户厕 8323 座，实施农房抗震改造 331 户，新建

村组道路及安防工程 201.3 公里、供水管网 198

公里，改造供电线路 335.9 公里。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

创建省级和美乡村 1 个、市级和美乡村 4

个，建成省级乡村建设示范村 20 个、市级示范

村 6 个、县级示范村 31 个，元古堆村获评国家

级乡村振兴培训基地，乡村建设扎实推进。

千帆竞发 工业经济蹄疾步稳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经济强。

2023 年，渭源县持续推动工业经济发展，

组织开展集中开复工活动 2 场次，89 个市列清

单项目全部开复工。谋划 2024 年清单项目 167

项、总投资 313 亿元。

渭源县科创城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

北部供水水源置换工程等 36 个重点项目全面

建成，10 万千瓦风电、330 和 110 千伏输变电工

程加快建设，户用分布式光伏等重点项目开足

马力、有序推进。

坚 持 激 活 存 量 与 引 进 增 量 并 举 ，总 投 资

43.1 亿 元 的 32 个 工 业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天 成 药

业 精 制 饮 片 加 工 等 项 目 建 成 投 产 ，标 准 化 厂

房建成主体工程，物流园建设进展顺利。

完成技改项目 10 项，培育认定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 4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2 家、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1 家、入库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 4 家，总数达到 32 家。

扬帆搏浪 优势产业提质转型

依托资源优势，渭源县紧紧围绕构建“四群

八链”现代产业体系，接续实施特色产业三年倍

增行动，建成产业基地 62 个、万亩片带 12 个，产

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 48%。中药材、马铃

薯、农旅产业多面开花。

——新引进中药材品种 40 个，新研发“药

食同源”产品 5 类 165 个，荣获“全国道地药材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和“ 淫 羊 藿 野 生 驯 化 之 乡 ”称

号，道地药材价值凸显。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省级马

铃薯产业园建设顺利推进，实施马铃薯制种大

县奖补等重点项目 4 项，生产马铃薯脱毒瓶苗

6.7 亿株、原原种 8 亿粒，4 条“定西宽粉”生产线

建成投产，马铃薯产业集群成势。

——20 个 文 旅 产 业 项 目 顺 利 推 进 ，10 家

民 宿 整 体 投 入 运 营 ，灞 陵 桥 保 护 修 缮 完 成 。

接 待 游 客 228.7 万 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达 到

9.66 亿元，文旅产业持续升温。

（张 娟）

——渭源县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扫描

笃 行 实 干 谱 新 篇

安宁区融媒体中心

“这个树枝要及时修剪，否则挂果后，容易造成劈

裂。”近日，兰州市安宁区农业农村局干部薛勇走进田

间地头，为果农详细讲解桃树的管护技巧。

兰州市安宁区全面落实兰州市委“1139”工作部

署，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扎实开展党员干部

“返乡走亲”活动，推动干部沉下去、政策带下去、温暖

送下去。

安宁区推动村、社区与各级“返乡走亲”党员干部

双向对接、协同联动，制作“返乡走亲”情况登记表，第

一时间向基层党组织反馈收集问题清单，镇街建立健

全工作台账，实行日报告，确保党员干部“返乡走亲”不

走样、见实效。

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干部魏洁最近成了村

民眼中的“税收达人”，帮助买新车的村民下载甘肃税

务客户端，指导其线上缴纳购车税；为回乡创业的村民

讲解创业税费减免优惠政策等。安宁区医保局干部何

辉在与村民们拉家常的过程中，针对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转诊流程、结算时效等内容进行了讲解，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度。

安宁区将“返乡走亲”活动与“访民问暖”“结对

帮 扶·爱 心 甘 肃 ”工 程 、乡 村 振 兴 等 工 作 紧 密 结 合 ，

持 续 深 化 对 辖 区 特 殊 群 体 的 关 心 关 爱 。 市 、区 、镇

（街道）三级党员干部深入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 486 户，并重点了解关注特殊群体的需求，并

帮助解决困难。

安宁区环卫局党员干部桑增福在“返乡走亲”活动

中，了解到长风社区居民吴某患有语言残疾且没有工

作，生活负担重，便积极为其寻找就业机会，主动协调

物业公司，帮助其应聘保洁员的工作，切实减轻了吴某

的家庭负担。

自“返乡走亲”活动开展以来，安宁区 606 名机关

干部深入基层，走访入户 730 户，收集问题 234 件，现

场解决 123 件，开展理论政策宣讲 376 次、化解矛盾纠

纷 26 件，帮办实事 269 件。 （杨璐 张乃骁）

安宁区：
返乡问民需 走亲解民忧

陇南市融媒体中心

眼下，正是油橄榄的采摘季节。

站在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佛堂沟高

处远眺，大片绿油油的油橄榄树上果

实累累。

佛堂沟，曾是远近闻名的泥石流沟

道。而今，位于这里的万亩油橄榄产业

基地，不仅让昔日荒坡换了模样，更成

为当地群众的“致富密码”。

佛堂沟是陇南市大力发展油橄榄

产业的一个缩影。经过 40 年的引种

推广，目前陇南市种植油橄榄 90 多万

亩，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油橄榄种植基

地，主产区约 40 万人通过油橄榄特色

产业受益，人均年增收 4000元左右。

近年来，陇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持续加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扶

持和培育力度，大力发展核桃、花椒、油

橄榄、中药材四大长效主导产业，畜牧、

蔬菜、茶叶、苹果、马铃薯五个区域优势

产业，食用菌、水产、苗木、生态鸡、蜂蜜

等地方性特色产业，打造出一批百亩试

验园、千亩产业带、万亩示范区。2023

年全市特色产业面积稳定在 1000 万

亩以上，综合产值预计达280亿元。

同时，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招商，

着力抓环境，在优势工业提级转型上

狠下功夫，推动传统优势工业绿色转

型升级，独一味制药和佛仁制药完成并购交

割，金山金矿等项目建成投产，宝徽集团锌资

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开工建设，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厂 1 家、省级绿色矿山 3 家……2023 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94 亿元，增长 6.5%。

文旅康养提档升级是陇南文旅产业的一

大亮点。陇南南部山区乡村振兴茶旅融合康

养休闲产业带、两当乡村振兴全域农旅融合康

养示范县启动建设；秦汉文化产业带、三国文

化产业园和嘉陵江峡谷群、青龙山、万象等大

景区建设全面推进；西狭颂、天池大景区列入

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名单，碧口古镇创建为国

家 4A 级景区；文县创建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

县，康县获评命名“中国天然氧吧”。

目前，电商让当地不少群众找到了致富“门

道”。从开辟电商带农机制，到完善陇南电商平台；

从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成功入选数字农业农村新

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创新案例，到陇南电商“七路助

农”新实践入选“中国改革2023年度地方全面深化

改革典型案例”，电商重塑了陇南面貌。目前，全市

网店稳定在1.4万多家，累计销售额逾300亿元，带

动就业人数超过22万人，电商平台发展会员50万

人，入驻商家950家，实现交易额13.42亿元。

立足当下，放眼未来，陇南大地产业发展

尽显芳华。 （李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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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潭县融媒体中心

临 潭 县 历 史 悠 久 ，

是“中国拔河之乡”“中国

文学之乡”“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春节假

期，洮州大地处处洋溢着

欢乐的氛围，多彩的民俗

活动精彩纷呈，浓厚的地

域文化和特色民俗，吸引

着各地游客来这里旅游

观赏。

记者 从 临 潭 县 文 旅

局获悉，2 月份临潭县乡

村 旅 游 接 待 游 客 共 7.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14% ，创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2257.2 万 元 ，其 中 古

战 镇 接 待 游 客 4.9 万 人

次 ，创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1455.3 万元。

▷ 民 俗 活 动 现 场 ，

人声鼎沸，游人如织。

镇原县城新貌。（资料图） 镇原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