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客户端

今日4版 甘肃日报社出版
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农历甲辰年二月廿八

中共甘肃省委机关报 第27308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2-0001 代号：53-1

G A N S U R I B A O

征订热线：0931－8153890 广告热线：0931－8158717 兰州今日天气 阴转多云 8℃/17℃ 适宜穿着厚外套等服装。 今日责编：陈 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白永萍 王聪

就餐等位大排长龙，饮品小吃、特色

菜馆家家爆满；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各大

旅游景点人潮涌动……连日来，天水旅

游消费持续火爆。

“ 天 水 ，你 让 我 感 到 陌 生。”天 水 因

一碗麻辣烫爆火后，这句网络语对于天

水当地人来说，不是玩笑，而是最真实

的感受。

天水市民廖强对此深有感触，在他

的 印 象 中 ，从 来 没 见 过 家 乡 这 么 热 闹

过。“变化太大了，感觉一天一个样。我

现在会将每一个变化通过社交平台进行

分享，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每一

位天水人都在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游

客。”廖强说。

近几天，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像廖强

一样宣传家乡的市民还有很多，他们在

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天水的新变化、新

面貌，讲述着天水的故事，晒出满满的自

豪感。

家乡的爆火虽然让环卫工彭百代的

工作量陡增，但他讲起这些依然觉得高

兴，因为家乡在变好，“很多人都会找我

问路，询问美食等等，我能感觉到我的帮

助让他们很开心，看到这些，我们的所有

努力和付出都值得。”

人 头 攒 动 的 天 水 ，现 在 充 满 了 活

力。“这几天晚上人也多，很多人是来咱

这儿旅游的。”在天水古城附近的夜市摊

主牛从军告诉记者，从顾客聊天对话中

得知，来逛夜市的人中有很多来自周边

地市或是邻近省市，他们白天逛完天水

的各大景区和历史文化街区，晚上再来

逛夜市品尝麻辣烫等特色美食，感受城

市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 有 请 55 号 ，55 号 一 次 ，55 号 两

次 ……”在天水四合院美食城里，不时响

起等位叫号提示。

陈伟是这里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新

开不到两周的麻辣烫店，每天生意火爆，

桌桌爆满。“我们都在超负荷工作，只为

能让客人获得更舒适的体验，吃到最好

最新鲜的麻辣烫。”

“这哪是在吃饭，这是在‘打仗’。根

本穿不完的菜，烫不完的串。”同样在天

水四合院美食城开麻辣烫店的一位店长

在朋友圈如是感慨。她告诉记者，自己

所在的门店每天要接 200 多单，是以前

的 1 倍多，节假日期间甚至高达 300 单以

上，他们每个人都累并快乐着。

“ 近 一 段 时 间 ，房 间 预 订 量 持 续 上

涨，基本每天都是满房状态。”天水市区

一家宾馆的陈经理告诉记者，他们的房

间在清明节前就被预订一空。“来办理入

住的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李经理告诉记

者，我们不仅为入住酒店的客人免费提

供自助早餐，还增加了免费热水、行李寄

存等服务。

“ 去 景 区 有 专 线 大 巴 车 ，不 到 半 小

时就可直达景区。”4 月 4 日一大早，在

天水南站出站口，远远就能听到麦积山

石窟景区工作人员的喊话声，志愿者们

也 纷 纷 给 下 火 车 的 游 客 提 供 各 种 咨 询

服务。

城市火起来，出租车司机的腰包也

鼓了起来。记者在天水高铁站乘坐出租

车的区域看到，大批旅客排队乘坐出租

车 ，身 穿 制 服 的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进 行 指

挥。出租车即来即走，秩序井然。

出租车司机杨想东是本地人，已经在

天水市开了 10 年出租车了。谈起喧闹

起来的天水，他打开了话匣子。（转 2版）

天水：文旅 起来 消费 起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高标准农田建

设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承载着保障粮食安全

的使命责任，关系着实现富民兴陇的底盘根基。

3 月 27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

例》，该《条例》是全国首部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管理的省级条例，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分为六章四十三条，从总则、规划、

建设、管护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范和指

导，明确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遵循政府主导、规划

引导、因地制宜和建管并重原则，规定了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的职责；明

确了禁限规划区域和分区分类建设原则，推行

河西及沿黄灌区、丘陵山地区、陇东旱塬区等不

同区域建设模式；明确了投入保障机制，规定了

各级投入责任；明确要强化建后管护机制，强化

用途管控，实行特殊保护，禁止在高标准农田区

域内擅自建房、种植草皮等行为。

此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对

《甘肃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条例（草案）》进行

了初次审议，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会后，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的审议意

见，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文本

印发省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省直有关单位、市

州人大常委会、常委会立法联系点、部分人大代

表和社会各方面征求意见，并组织专家进行论

证。此外，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法工委先后赴

陇南市和兰州新区开展了立法调研，找准问题

之源、立法之基，并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

议，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

“《条例》修改过程中主要把握了落地见效、

解决问题、突出特色三个方面。”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二处处长孙先东介绍，省

人大常委会结合甘肃省情，不断完善法规条文，

明确各方责任，切实在法治轨道上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和利用。

在推动解决存在的问题方面，综合分析全省耕地质量自然禀赋基础

比较弱、抗灾能力不强等问题，注重从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的整

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对管护利用、建设用地、资金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通过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体系，确保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在体现甘肃实践特色上，对近年来各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形

成的成熟经验、创新做法进行系统梳理和提炼总结，注重将这些可复制、

可借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使条例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理活动于法有据，不断提高建设管理的法

治化水平。

良法是始，善治为终。“条例的颁布实施，将大力推进我省耕地保护和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甘肃贡献。”孙先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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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杜雪琴）近年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

和预算单位积极揭开预决算信息“盖

头”，毫无保留“晒账本”“亮家底”，着

力打造“阳光财政”，有效保障公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4 月 2 日，

财政部公布 36 个省市预决算公开度排

行榜，甘肃省位居西部地区第一、全国

第七。

随着全省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深入

推进，我省各部门和单位已基本实现应

公开尽公开。省财政厅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制定一系列制度措施，对部门及

其所属单位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细

化程度、公开方式以及数据的真实性等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为全省预决算公开

工作提供规范和指引。

各级各部门在做好财政部规定动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预决算公开内

容和渠道。一方面，围绕社会公众关注

度较高的“三公”经费支出、专项资金支

出、重点项目支出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

等事项，不断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

内容，详细说明各项支出的增减变化原

因，并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更加

便于理解和监督；另一方面，持续推进

部门和单位预决算信息“双公开”，部门

和单位在其门户网站公开的同时，同步

在政府或财政部门网站公开，并编制公

开目录，链接所有预算部门和单位公开

网址，方便对公开信息的监督检查和查

询使用。同时，持续完善预决算公开工

作衔接运行机制，建立预决算公开事前

审核机制，在财政内部，明确预算、国库、

绩效、信息、监督以及相关业务处室职责

分工，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局面，

逐步形成公开工作“事前有人管，事中有

人查，事后有人改”的模式，全省预决算

公开的“透明度”和质量明显提升。

我省预决算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

①在天水南

站出站口平台，

工作人员引导游

客乘坐“麻辣烫

公交专线”。

②游客在天

水南郭寺参观。

③游客选购

天水雕漆产品。

本组图片摄

影：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 高樯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施秀萍 何佳睿）4 月 4

日，由甘肃省歌舞剧院历时三年倾

力打造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民族舞剧《飞将李广》，在甘肃大剧

院成功首演。4 月 5 日至 6 日，舞

剧《飞将李广》继续在甘肃大剧院

上演。

原创民族舞剧《飞将李广》以

汉代民族英雄、甘肃天水籍著名

军事将领李广为原型创作。汉朝

初期，匈奴不断侵扰大汉边地，李

广率军奋力反击，在一次次的战斗

中，赢得“飞将军”的美誉。作为甘

肃本土原创剧目，该剧注重凸显甘

肃精神、展现甘肃风韵，对甘肃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风民俗进行

了生动呈现。整台舞剧不仅展现

和回望了两千年前的英雄形象和

动人故事，还通过多变的舞美，让

观 众 一 览 大 西 北 壮 美 的 自 然 风

光、绚烂的民族风情、多元的文化

形态。

该 剧 整 体 舞 蹈 语 汇 、服 装 设

计、音乐舞美充满浓郁的古典汉唐

风，典雅、飘逸、清新而又恢弘，同

时充满边塞的雄浑苍茫之美，具有

强烈的视听撞击感和冲击力。演

出现场，演员们精彩的演出，赢得

观众的热烈掌声。

该剧以《史记·李将军列传》为

素材，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创作原则，对历史记载中的故事

进行创造性转化。

民族舞剧《飞将李广》在兰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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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 各 位 乡 亲 ，现 在 是 春 季 森 林 防 火

关键时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请文明

祭扫。”

……

4 月 1 日下午 3 时许，在甘肃祁连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上房寺自然保

护站干沟口森林防火检查点，值班护林员

杨多林、高丽向进山祭扫的村民发放森林

草原防火宣传彩页，劝导村民文明、绿色

祭扫，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干沟口森林防火检查点管护区域距

离村庄比较近，是森林防火的前沿关口，

我们必须把好这个关口。”杨多林说。

此时，在 1 公里外的上房寺自然保护

站视频监控室的大屏上，进山通道、森林

草原、林区与村庄接合部等尽收眼底。上

房寺自然保护站信息办主任张万玉认真

查看每个防火检查点的实时监控画面，还

不时与检查点值班护林员电话沟通。

“上房寺自然保护站在 13 个防火检

查点安装了固定摄像头，还在冬青顶等 3

处重点防火区域安装了具有热成像技术

的野外视频监控塔，基本实现了重点区域

监 控 全 覆 盖 ，为 森 林 防 火 装 上 了‘ 千 里

眼’。特别是野外视频监控塔，能自动识

别监测范围内热源和烟雾，24 小时准确监

测森林火情火灾。”张万玉说，目前，上房

寺自然保护站已形成了“实时监测、实时

预警、实时调度、实时巡逻”四位一体管护

模式。

上房寺自然保护站位于武威市凉州

区古城镇八五村，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

承担祁连山天然林资源保护与管理、珍稀

动植物保护、国家级公益林管护和护林防

火等任务，管护总面积达 10.08 万亩。管

护 区 内 森 林 主 要 分 布 在 海 拔 2200 米 至

3200 米之间的阴坡及半阴坡上，乔灌类

植物达 58 种，国家二级以上重点保护动

物有马麝、马鹿、岩羊、猞猁、蓝马鸡、猎隼

等十余种。

今年以来，上房寺自然保护站借助科

技力量，通过视频监控、手机巡护终端、语

音播报、增设防火检查点及加强林区巡逻

等“技防+人防+物防”模式，对森林火情

进行全方位、全时段监控，切实筑牢森林

草原防火网。

清明假期，进山祭扫、踏青人员明显增

多，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我们要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

防范化解重大火灾风险，坚决守护好祁连

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

中心上房寺自然保护站站长王芝义说。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春季森林草原防火一线见闻

筑 牢“ 安 全 墙 ” 守 护 一 片 绿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 者崔亚明）实 施“ 头 雁 工

程”提升领导干部法治素养，实施

“ 护 苗 工 程 ”提 升 青 少 年 法 治 素

养，实施“赋能工程”提升村社干

部法治素养，实施“齐飞工程”提

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治素养，

实施“强基工程”提升群众法治素

养……日前，省司法厅、省委宣传

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

公室印发有关通知，在全省全面

启 动 开 展 公 民 法 治 素 养 提 升 行

动，全面落实“八五”普法规划，培

育公民法治信仰。

全民普法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提升公

民法治素养是“八五”普法确定的

目标任务。我省把组织开展公民

法治素养提升行动作为“八五”普

法 重 要 载 体 和 抓 手 ，全 面 落 实

“八五”普法规划“提升公民法治

素 养 ”要 求 ，不 断 增 强 全 社 会 法

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养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的行动自觉，为中国

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

提升行动将聚焦领导干部“关

键少数”，实施提升领导干部法治

素养“头雁工程”，健全学法制度、

强化法治思维、增强用法能力，进

一步提升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思维

和法治工作能力，示范带动全社会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聚焦青少年

“关键群体”，实施提升青少年法治

素养“护苗工程”，（转 2版）

我省开展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施秀萍 何佳睿）据省

文 旅 厅 发 布 信 息 ，4 月 5 日 ，清

明 假 期 第 二 天 ，天 水 市 继 续 迎

来大规模客流，接待游客 34.86

万人次，再创今年新高，实现旅

游 综 合 收 入 1.98 亿 元 。 3 月 以

来，天水市已累计接待游客 58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33.8 亿元。

由于假期游客量激增，天水

市秦州区、麦积区、秦安县、甘谷

县宾馆住宿率均接近 100%，其

余 周 边 县 区 宾 馆 住 宿 率 接 近

74%。天水市推出一系列游客分

流措施，协调解决旅客住宿问题。

为丰富游客体验，“天水麻

辣 烫 ”文 旅 展 演 季 活 动 持 续 举

办，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天水

千古秀》、大型舞剧《一画开天》

持续演出，“甘肃麻辣烫及特色

美食大 PK”和“甘肃文创非遗市

集展销”活动现场人流密集。

截至4月5日18时，全网涉及

“天水麻辣烫”“甘肃文化旅游”

相关信息浏览量超过 223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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