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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陈新苗

入春以来，定西市安定区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投身“绿满陇中”行动，积极开展春季城乡造

林绿化工作。

在石泉乡植树现场，干部群众争先恐后，干

劲十足。“树苗再扶正点”“泥土填实些”……大家

挥锹铲土、放苗扶树、填方培土，随着一棵棵树苗

栽入土中，一片片荒山荒坡披上了“绿装”。

“我们抢抓降雨后的土地墒情和苗木栽植黄金

时机，全面推进绿化造林工作。目前，全乡已完成造

林0.18万株。”石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赵龙说。

“一棵树、十亩林、百亩点、千亩带”。杏园

乡地处梁峁，干旱少雨，如何提高树木的成活

率，当地人一直在努力探索。

在杏园乡小河社面山绿化现场，只见一棵

棵嫩绿的树苗，扎根土壤，迎风挺立，为荒山增

添了一片生机与活力。

“我们采用‘针阔混交、适地适树、色彩多

样’的方式，林地以‘填’为主、未成林地以‘补’

为主、荒山荒坡以‘造’为主，每年以 300 亩的规

模片带式整体推进，做到建设一块，绿化一片。”

杏园乡党委书记祁钰森介绍。

安定区坚持“园艺植绿、拆迁还绿、增植补

绿”，着力改善城区人居环境。

在福台生态公园，区园林绿化站积极组织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补植补造，修剪浇灌，为春日

的安定区增添新绿。

“今年，我们将继续实施城市绿化加密工

程，推进建设福台生态公园和提升改造东湖公

园，建成人行道绿篱 20 公里、口袋公园 2 个，努

力实现全城皆绿、满目皆景。”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虎说。

在凤翔镇义务植树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

不仅有干部群众还有青年学生，大家在技术员的指

导下分工合作，配合默契，认真完成每个环节。

“我们要引导广大青年争做生态文化的传

播者、绿色家园的建设者，凝聚更多青年志愿者

贡 献 青 春 力 量 ，为 建 设 美 丽 安 定 展 现 青 春 担

当。”团区委书记蒲金龙说。

“特别开心，大家种下的不仅是小树苗，更

是希望的种子。”凤翔镇景家店学校学生景茸一

边扶苗一边说道。

近年来，安定区深入开展“绿满陇中”行动，建

成“福州林”“青岛林”等一批林业品牌工程，先后获

得“全国绿化先进集体”“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

先进集体”“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区）”等荣誉称号。

“今年，我们计划造林封育 8 万亩、义务植

树 230 万株以上，通道绿化 200 公里，坚持不懈

把造林绿化工作抓出成效。”安定区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成员陈正斌说。

安定区：荒山披绿 绘就美丽新画卷

本报民勤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近日，

武 威 市 2024 年 春 季 压 沙 植 树 造 林 活 动 在 民 勤 县 青

土湖、四方墩青梭公益生态林基地展开，来自武威市

直 机 关 单 位 干 部 职 工 和 民 勤 县 干 部 群 众 7000 多 人

走 进 沙 漠 ，义 务 压 沙 、植 树 造 林 ，以 实 际 行 动 筑 牢 生

态安全屏障。

在民勤县青土湖栽桩石压沙区域，参加压沙的干部

群众扶犁开沟、俯身铺草、挥锹填沙，分工明确、干劲十

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草方格沙障从无到有

渐次铺开，牢牢锁住了沙丘。

在 民 勤 县 昌 宁 西 沙 窝 四 方 墩 青 梭 公 益 生 态 林 基

地，广大干部职工三五人一组，整垄挖坑、扶正树苗、

栽 植 梭 梭 …… 一 番 忙 碌 之 后 ，一 行 行 梭 梭 苗 在 连 绵

起 伏 的 沙 丘 上 迎 风 摇 曳 ，为 春 日 的 沙 漠 增 添 了 绿 色

生机。

武 威 地 处 全 国 生 态 格 局“ 北 方 防 沙 带 ”的 核 心 区

域 ，境 内 长 达 654 公 里 风 沙 线 上 有 危 害 严 重 的 风 沙

口 286 个 ，荒 漠 化 、沙 化 土 地 分 别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64.4% 、46.7% ，生 态 环 境 极 其 脆 弱 。 近 年 来 ，当 地 统

筹 推 进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综 合 治 理 ，积 极 争 取 实 施 全

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累计完成“三

北 ”工 程 人 工 造 林 315 万 亩 、封 育 352.2 万 亩 ，治 理 沙

化 土 地 924.3 万 亩 、重 点 风 沙 口 240 个 、风 沙 线 480

公里，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荒漠化程度由极重度

向中度和轻度减缓。

据介绍，本次春季义务压沙植树活动，武威市计划

完成义务植树 750 万株，义务压沙 1.36 万亩。

武威市春季义务压沙植树活动全面展开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杨璇 曹小成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走进庄浪县万泉镇设施蔬菜产业园

温室大棚，工人们搅拌基质、播撒种子、浇水灌溉……一派繁忙

的生产景象。

“这座大棚培育的是西红柿苗，有 3500 盘左右，10 天左右

出 苗 ，出 苗 后 60 至 70 天 ，还 要 经 过 筛 选 再 出 售 。”产 业 园 育 苗

大 户 陈 兵 辉 说 ，“ 现 在 正 是 忙 碌 的 时 候 ，我 从 周 边 村 子 雇 了 8

个 人 ，每 人 每 天 100 元 工 资 ，他 们 不 但 能 挣 到 钱 ，还 能 学 到 育

苗技术。”

万 泉 镇 地 处 洛 河 下 游 ，气 候 温 暖 适 宜 ，蔬 菜 种 植 发 展 起 步

早，群众种植经验丰富，交通运输便利。近年来，当地立足区位

优势和资源禀赋，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下洛河北部河谷

川地建设标准化种植的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园，完善的设施条件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周边市县的种植大户前来拓展产业。

“我承包了 10 座大棚，主要培育甜瓜、辣椒、西红柿、茄子等蔬

菜苗，都是订单销售，甜瓜种苗即将出棚，其他蔬菜苗要再等 50 天

左右出棚。”来自宁夏的育苗大户陈金旺有着 13 年的育苗经验，他

培育的种苗品种齐全、质量有保障。

“这个产业园设施好、技术成熟、市场也比较广阔，便利的运

输条件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让我对产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信

心。”陈金旺说。

苗好五成收，秧好一半功。近年来，庄浪县积极优化农业结

构，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动、科技助推等方式，大力推广温室大

棚培育种苗，为全县农业所需的菜苗提供保障，促进全县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

“这段时间农技人员深入到各乡镇指导菜农育苗、嫁接，传授

科学的田间管理等生产技术。截至目前，全县共培养集约化蔬菜

育苗和分散育苗 650 余万株，保障了全县早春茬蔬菜大棚的种苗

供应。”庄浪县农技中心农艺师王志娣介绍说。

同时，庄浪县结合市场需求推行“订单式”育苗，确保各类蔬

菜的种苗质量优良、移栽及时，实现放心种、不愁销、见效快、增收

稳。随着蔬菜产业快速发展，菜农收入稳步提升的同时，也能带

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

庄浪：大棚蔬菜好前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冯作文

“绿化和保洁业务实行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

作后，公司炼油区绿化保洁成本费用大幅下降。”近

日，兰州石化公司矿区管理部副主任王辉介绍。

兰州石化紧密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着力推进绿化

保洁、商铺运营、餐饮服务等生产后勤业务专业化管

理、市场化运行、社会化服务，公司效益进一步提升。

2022 年、2023 年两年间公司炼油区绿化保洁费用减

少 68万元。

促进绿化保洁服务上水平

兰州石化公司生产后勤业务点多面广、管理难

度大，针对这一问题，公司组织人员梳理生产后勤业

务运行现状，确定牵头部门、责任单位和主要任务，

分解年度目标，推进生产后勤业务管理向专业化、市

场化发展，持续提升生产后勤服务保障能力。

在绿化保洁业务管理改进过程中，兰州石化改

变业务管理方式，将绿化保洁业务由以前的多家单

位管理改为由兰州中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单位

承包，合同签订由以前的“多头签订”改为“一对一”

签订，每年绿化保洁服务合同数量由以前的 47 份降

到 8 份，实现了业务统一管理。同时，公司将炼油、

化工区的环卫保洁和绿化养护区域细分为 31 个单

元网格，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管

理网格，形成了“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标准、定

时间、定奖罚”的“六定”网格化管理模式。

公司将机关办公楼、公寓楼的保洁业务承包给

宝石花物业兰州石化地区公司，双方签订了服务合

同。宝石花物业公司逐层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通

过指标量化、预算管控、分析预警、动态施策，确保了

保洁服务优质高效。

推进商铺餐饮管理迈新步

兰州石化对商铺租赁、餐饮服务等已经实施市

场化管理的业务严格执行招投标相关规定，建立服

务商选择、市场化考核机制，规范合同签订履约流

程，确保各项业务运行合规有序。

公司建立商铺租赁管理新机制，修订《房屋实物

资产管理办法》，制定《商铺承租人考核评价办法》《受

托单位考核管理办法》，理顺合同签订、租金缴纳等流

程，建立通过市场化公开招租确定承租人、调节租赁

价 格 的 工 作 机 制 ，商 铺 租 赁 运 营 成 效 显 著 提 升 。

2022年，公司租赁收入较上年增长 25%，全年增效达

860万元；2023年已签订租赁合同金额再创新高。

2022年11月起，兰州石化将公司员工食堂交由兰

州中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包运营，公司指导兰州中陆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对标行业先进、夯实标准化管理基础，推行“4D管理”，以“堂食＋

外卖＋外送＋流通食品”多核驱动盈利新模式，制定菜肴加工、就餐服

务、食品卫生、食材管控等全流程管控标准，提升餐饮服务水平。

在兰州石化的支持指导下，兰州中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开发投

用了“智慧食堂”手机就餐系统，适时推出特色美食，满足公司员工差

异化、个性化饮食需求。2023年公司装置大检修期间，员工食堂日

就餐达1.2万余人次，公司员工对食堂餐饮服务满意度达94.41%。

推进客运通勤业务提效能

兰州石化将公务生产经营用车和员工通勤服务纳入客运分公

司，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对客运分公司管理机构实施扁平化改革，

设置三个部门两个中心，负责全部车辆调度及管理。

在生产经营用车管理中，公司采取“集中调度+派驻”模式，机

关部门用车推广网上申请、调度平台统一安排模式，保障公司公务

用车。为了应对炼化生产紧急用车，公司根据各运行部生产需求

派遣车辆，驻点服务，确保车辆服务精准有效。

公司加强车辆使用过程管控，车辆维修费、燃油费及保险等由

客运分公司统一核算报销，车辆使用成本大幅下降。通过采取站

点换乘、线路调整、合并车次等方式全面优化通勤运行，在保障通

勤员工按时上下班的前提下，通勤线路由 92 条下降到目前的 18

条，车辆使用成本减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兰州石化深化矿区服务业务专项改革，将浴池

服务业务从企业中剥离，从业人员分流到相关单位；推进民用液化

气市场化改革，将民用液化气供应业务移交昆仑燃气西北分公司，

两项业务改革每年为公司减少相关费用达 950 万元。

“我们将深入优化生产后勤业务管控模式和运行机制，持续提

升保障能力、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兰

州石化公司法律事务与企管部一位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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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武玲奕 何瑞锦

春耕时节，记者在金昌市国兴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的储备库看到，复合肥、尿素、二铵等各式化肥堆满了库

房，几名工人正忙着往货车上装运化肥，配送车辆不断驶

出仓库。

“近期每天的出货量基本都在 500 吨左右，我们提供送

货上门服务。”公司总经理张永文介绍说，“根据今年种植

结构的调整，我们也相应增加了粮食专用肥和绿色肥的储

备，全力保障全市的春耕农资供应。”

今年，金昌市供销社早谋划、早行动，全面开展春耕农

资保供行动，为农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化肥保供服务，助力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在永昌县六坝供销社的为农服务中心，货架上摆放

的化肥、农药等种类多样，价格惠农，工作人员正在向前

来 购 买 农 资 的 农 户 介 绍 使 用 事 项 ，帮 助 农 户 按 需 选 购 ，

一旁仓储区内的服务专车也载满了化肥，准备为农户送

货上门。

位于六坝镇的金昌富宏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

计划种植 2600 亩的小麦和苜蓿，化肥需求量大，供销社的

送货上门服务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人工费和运输成本。

合作社理事长柯富宏说：“之前我们预存了 120 亩地的

尿素，现在磷酸钾和二胺又各订购了 30 吨，当天就送货上

门了，方便得很。”

随着永昌县春耕生产有序开展，永昌县供销社强化农

资保供体系，集中调度物资配送车，实行分片储存、统一配

送，提升供销社对资源的掌控和吞吐配送能力。

“目前，永昌县供销系统储备的农肥、农膜、农药、种子

等物资都较充足，完全能够满足春耕需要，价格也实惠。”

永昌县供销社主任、理事会主任李瑞青介绍说。

据了解，今年，金昌市供销系统共计承担政府春耕化

肥储备任务 1 万吨，目前已验收通过并投入市场，各经销企

业也自发储备化肥 7.2 万吨。截至目前，全市供销系统共

计销售各类化肥 3.5 万吨，同时，金昌市供销社将政府储备

肥以每吨低于市场 20 至 50 元不等的价格售出，共计让利

24 万元，确保全市春耕化肥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金昌：农资配送忙 护航春耕保障足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 砚 通讯员 张 刚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为确保农业生产开

好 局 、起 好 步 ，榆 中 县 充 分 发 挥 各 类 人 才 作 用 ，通 过 加

强 专 家 人 才 指 导 、做 优 金 融 人 才 服 务 、强 化 科 技 赋 能 增

效 等 举 措 ，切 实 为 全 县 春 耕 备 耕 工 作 提 供 智 力 保 障 和

人才支撑。

近 日 ，榆 中 县 组 织 柔 性 引 进 人 才 、三 区 科 技 人 才 、

科技特派员、农技人才、高校“周末工程师”780 余人次，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开 展 全 方 位 、多 层 次 的 技 术 指 导 与 服 务

工 作 ，为 农 户 带 来 最 新 的 农 业 政 策 、农 业 技 术 、农 业 科

技 信 息 。 针 对 当 前 春 耕 备 耕 的 关 键 环 节 ，开 展 各 类 线

上 +线 下 农 业 培 训 班 33 场 次 ，培 训 农 村 实 用 人 才 2050

人 ，面 对 面 、手 把 手 地 向 广 大 农 户 传 授 实 用 技 术 ，切 实

提 高 广 大 农 民 群 众 种 植 技 能 ，帮 助 农 户 解 决 实 际 生 产

中的技术难题。

在金融服务方面，榆中县聘任了 18 名乡镇“金融专干”

和 65 名村（社区）金融专管员，围绕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旅游和种粮大户等农户和企业，

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创新服务、精准服务。截至目前，已

发放贷款 5991 笔，总金额高达 9.34 亿元，为春耕备耕提供

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我们抢抓春耕有利时机忙生产，县农村合作银行的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了解我们的实际困难后，帮我们

联系办理 200 万元的贷款，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榆中福

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说。

不仅是合作社，榆中自然家园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寇兴

盛也及时得到了金融服务支持：“县农村合作银行的工作

人员了解到我的贷款需求后，5 天就为我办理贷款 50 万

元，让我对扩大种植 200 亩土地的计划充满信心。”

在科技赋能方面，榆中县强化科技支撑、助力种业振

“芯”，依托康源、水禾等高原夏菜育苗科研基地的育苗大

棚温室、配套穴盘基质育苗技术，已完成育苗 4.6 亿株，智

能化+工厂化育苗让农业现代化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为

农业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榆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文序介绍，2024 年，榆

中县将继续发挥柔性引进人才、高校“周末工程师”、三区

科技人才、科技特派员和农技人才等各类人才的力量，共

同服务保障好 107.65 万亩农作物的播种目标，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

榆中：技术送下乡 共谱春耕新篇章

日前，高台县黑泉镇 200 余名干部群众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西沙窝风沙口开展压沙活动。近年来，黑泉镇不断加大防沙治沙力度，累计

完成胭脂堡滩、西沙窝等地压沙治沙面积 1.1万亩。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殷 旭

近日，陇南市委机关组织干部群众在武都区北山荒坡绿化责任区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为大地添绿。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