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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金塔县人民检察院在

办理一起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犯罪案件中发现，有人将低价

进购的槟榔原籽和过期槟榔制

品加工套装成高价槟榔，批发销

售到部分商家。

对 于 发 现 的 问 题 ，金 塔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及 时 启 动 监 督 程

序 ，向 相 关 行 政 机 关 发 出 检 察

建 议 ，建 议 依 法 全 面 履 行 槟 榔

及 槟 榔 制 品 销 售 市 场 监 管 职

责，严格执行相关监管规定，加

大 日 常 检 查 力 度 ，强 化 宣 传 引

导 ，严 格 落 实 进 货 检 查 验 收 制

度，严把产品质量关。

收到建议后，被建议单位高

度重视并积极整改。经整改，槟

榔制品市场监管力度进一步加

强，违法违规进购、销售槟榔制

品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金 塔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牢 固 树

立“一盘棋”思想，以助力高质量

发展为己任，聚焦“舌尖上的安

全”，开展槟榔制品销售市场监

管专项监督工作，督促行政机关

强化履职依法行政，为维护消费

者权益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 （刘亚楠 裴晓雯）

金塔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职 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

2023 年以来，平凉市崆峒区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把全域无垃

圾治理及闭环管理工作作为政府公共服

务的一项重要职责，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着力在源头减量、分类收集、闭环管

理、资源利用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优布

局、提效能，全力巩固全域无垃圾治理成

果，深入推进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成

效，基本实现全民参与日常化、分类收集

规范化、清扫保洁常态化、定期转运有序

化、焚烧处置无害化、回收利用资源化、城

乡联动一体化、专业运行市场化、监督管

理制度化，为落实减排降碳目标、推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城市更新行动提供了

有力支撑。

细化网格管理 巩固治理成效

按 照“ 属 地 管 理 、分 级 负 责 、无 缝 对

接、全面覆盖、职责到人”的原则，全面推

行“1 格+N 员”管理模式，中心城区以街

道、社区为单位，成立了 4 个环卫所，下设

32 个清扫班组、787 名保洁员和 325 名网

格员；17 个乡镇 252 个行政村组建了 24

个清扫班组，共配备 684 名保洁员。进一

步细化明确了网格责任片区、工作任务，

确保清扫保洁“不断档”和垃圾治理“全覆

盖”。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全方位、深层次

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作用，累计出

动 7000 多人次，清理中心城区卫生死角

1734 处，铲除墙体“三乱”3.8 万处，查处乱

倒垃圾行为 74 起，开展“门前五包”整治

2.7 万起。城乡垃圾治理效果明显，城区

市容市貌大幅提升，乡村基本实现无乱贴

乱画、无乱堆乱放、无垃圾裸露、无污水乱

流、无杂物漂浮、无白色污染。

加强设施建设 夯实闭环基础

始终把垃圾收运、处理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推进 垃 圾 治 理 、夯 实 闭 环 管 理 的 基

础。全区累计配备垃圾斗（箱、桶）9135

个 ，钩 臂 式 、压 缩 式 垃 圾 收 集 转 运 车 25

辆 ；城 乡 共 有 生 活 垃 圾 转 运 站 15 座 ，新

建移动式成品垃圾房 22 座，设立地埋式

垃 圾 斗 10 台 、地 埋 式 分 类 果 皮 箱 1500

个、环卫作业车 55 台、垃圾斗 152 个、保

洁车 300 辆、保洁工具箱 330 个、分类垃

圾桶 12650 个，且已全部投入使用，彻底

改变了环卫设施“旧、坏、废”的面貌；中

心 城 区 新 建 建 筑 垃 圾 填 埋 场 1 座 ，占 地

面 积 290 亩 ，垃 圾 填 埋 总 容 量 350 万 立

方米；新建海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处

理量约 500 吨，年发电量约 1 亿度，减少

垃圾处理补贴财政支出 1515 万元；建成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场 ，日 处 理 量 375 吨 。 通

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生活垃圾“村收

集 、乡 转 运 、区 处 理 ”模 式 实 现 全 覆 盖 ，

城乡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日产日清不落

地 ，收 集 运 输 全 封 闭 ”。 同 时 ，按 照“ 全

市 统 筹 、区 域 协 同 、东 西 联 动 、就 近 处

理、闭环管理”的总体原则，中心城区及

周边 17 个乡镇产生的可焚烧垃圾，全部

运 至 海 创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进 行 焚 烧 处

理 。 全 年 无 害 化 处 理 城 乡 生 活 垃 圾

12.65 万吨，基本实现垃圾投放、收运、处

理全流程闭环管理，全区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

严格督查考评 强化整改落实

区 委 、区 政 府 将 垃 圾 清 扫 、收 集 、运

送、处理等全环节纳入全域无垃圾治理及

城乡环境卫生治理考核指标，建立考核评

价体系，设立“红黑榜”“曝光台”。区执

法 、住 建 、农 业 农 村 等 相 关 部 门 密 切 配

合，相互协作，高频次开展巡查督导，及

时对巡查检查出的问题通报曝光，对好

的典型做法大力宣传报道，形成了定期

督查、合力攻坚、协调联动的治理机制。

2023 年以来，针对省住建厅无人机航拍

巡查取证系统反馈的 760 处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区全域无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第一时间现场检查，向有关责

任单位下发督办件，全面推进整改任务

落 实 。 在 整 改 完 成 后 不 断 加 强 复 检 工

作，严查覆土掩埋、就地焚烧、转移堆倒

等现象。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避免问题反弹，实现垃圾治理工作常

态化，省航拍点位数量较往年有大幅下

降。强化跟踪问效，抓实巡查督办。以

公路、河道、村道及村庄周边、房前屋后、

公共场所为重点，不断加强督查巡查，对

排查发现的 84 条各类问题，共下发督办

52 件，要求各责任单位对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举一反三，并报送整改结果，全面

提升垃圾治理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人居

环境舒适度和群众满意度。

广泛宣传教育 营造浓厚氛围

在全区积极开展全域无垃圾治理宣

传教育工作，明确各乡镇（街道）、区直相

关部门及社会层面的宣传任务，组织开展

垃圾分类“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进家庭”系列宣传活动 30 余场次。充

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做好责任区内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引导和宣传等工作。各级各

部门通过建立宣传阵地、增设宣传设施、

张贴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累计悬挂宣传

横幅 520 余条，发放垃圾治理主题海报、

《倡议书》等宣传资料 6 万余份。在中心城

区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

垃圾治理宣传活动，让“绿色、低碳、环保”

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教育引导广大群众

成为全域无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

者、践行者和推动者，营造保护环境、珍惜

资源、节约能源的良好氛围。

强化治理保生态 全域闭环优环境
——崆峒区全力加强全域无垃圾治理固本强基见实效

近日，由中铁二十一局承建

的甘肃“十四五”铁路规划重点项

目平（凉）庆（阳）铁路西峰隧道开

工建设，标志着该铁路西峰段正

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平庆铁路西峰隧道位于庆阳市

西峰区后官寨镇境内的黄土塬区，为

单洞双线隧道，全长1885米。隧道

明挖段长1705米，暗挖段长180米。

由于该隧道多处下穿输油、

天然气管道，具有施工难度大、安

全风险高的特点，自项目进场以

来，参建人员抢抓黄金施工季节，

对施工工艺、安全措施等反复讨

论，多次组织召开隧道施工专题

会，精心编制隧道施工组织设计

方案，并邀请业内专家对施工方

案进行评审。此外，还配置智能

衬砌台车、液压式仰拱栈桥、智能

养护台车等先进、智能化工装设

备，并与信息化相关联，使各施工

点达到可视化，以保障隧道施工

质量及安全。

针对西峰隧道整体埋深在 2

米到 13 米等特点，施工人员采用

大开挖、明挖施工工艺，先进行两

侧堑顶截水沟施工，再开始基坑

施工，这样既能规避暗挖法在浅

埋隧道的施工风险，同时能达到

快速开挖，快速支护的目的。

项目建成后，平庆铁路将成

为陇东地区至兰州区间的便捷客

货运输通道，对完善区域路网布

局、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姜志蕊）

中铁二十一局承建平庆铁路西峰隧道开工建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睿君 白永萍 安东

“早晨你就起来哟，闪上两担水哟，吃

上个早干粮呀，扬燕麦哟……”一曲花儿

唱罢，市级花儿传承人、张家川县木河乡

店子村村民李虎娃仍旧意犹未尽。

李虎娃所唱的“张家川花儿”，浓缩文

化传承，彰显出一方人文精神。嘹亮的嗓

音、动人的旋律，激情飞扬，令人陶醉。

今年 61 岁的李虎娃从小到大的生活

里离不开花儿，下地耕作、上山放牧、在家

赋闲……一曲曲即兴而来、朗朗上口的花

儿，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亮色。

从聆听花儿到喜欢花儿，从学习花儿

到成为市级花儿传承人，50 多年时间，他

的成长道路上不仅有对花儿的热爱与执

着，更来自于“张家川花儿”的独特魅力。

花儿，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

得名，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

歌，地方色彩浓郁，声调高亢悠扬，情感真

挚深沉，深受人们喜爱。

经过 400 多年传唱，从行腔、唱调、风

格上来看，“张家川花儿”均有别于我国其

他地区的花儿，自成一派、独具一格。许

多学者认为“张家川花儿”是研究花儿在

西北流传过程的“活化石”。

对于“张家川花儿”这朵天水音乐曲

艺类非遗中瑰丽的奇葩，当地采取多种措

施不断加大保护和传承力度。

2014 年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 张 家 川 花

儿”被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随后，张家川县不仅

在县文化馆内专门设立了“张家川花儿”

传习所，还在张川镇中学、新建小学、东街

小学、西关小学设立了花儿传承保护基

地，开展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花儿

传承保护活动。县文化馆是“张家川花

儿”的责任保护单位，负责收集和保存与

“花儿”有关的实物资料和一些老艺人留

下的手抄本。同时，出版与花儿有关的书

籍，包括《张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辑录》

《张家川花儿全集》《张家川花儿研究》《张

家川花儿词曲集》等。

2021 年 7 月 28 日，甘肃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批准《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花儿保

护传承条例》。

张家川县文化馆非遗负责人马慧兰

说，“张家川花儿”被正式立法保护，对“花

儿”保护传承而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为推动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可持

续开展奠定了坚实、科学的法治保障基础。

农闲时节，市级花儿传承人、张家川

县木河乡店子村村民李万学经常前往“张

家川花儿”传习所接受培训。他觉得，经

过专业声乐老师教授后，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水平均大幅提高，“我现在登台表

演时，发挥更加轻松自如，从发音方法到

表情管理，再到舞台动作都更加专业。”

“张家川花儿”传习所教师马菊平切

身感受到，近两年，当地从 8 岁的孩子到

70 岁的老人，喜欢花儿、想要来学习花儿

的人越来越多，这让她对“张家川花儿”的

保护和传承充满信心。

近 日 ，“ 天 水 麻 辣 烫”文 化 旅 游 节 花

儿·张家川专场演出在天水市会展中心开

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赴张家川专场

“花儿会”，现场观众兴致高涨、热情洋溢，

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看到身边有如此多的“花儿迷”，马慧

兰也更加坚定了保护好、传承好“张家川

花儿”的信心与决心。她说：“作为非遗保

护和传承的一分子，我们将想尽办法、竭

尽所能，把‘张家川花儿’这张亮丽的文化

名片擦得更亮。”

张家川：“花儿”唱响 一路芬芳

5月 7日，兰州植物园里牡丹争奇斗艳，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瞿娟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施

秀萍）近日，“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

年艺术与设计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

展览由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主办，北京薪火相传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鲁迅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承办，分常沙娜生平介绍、敦

煌临摹、花卉写生、十大建筑、新应用、科技

与艺术等六个单元，汇聚了常沙娜先生从艺

八十年来的临摹壁画、花卉写生、建筑装饰

图案设计等代表性作品和信札、手稿等珍贵

实物，共计400余件，展期将持续半年。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我

国著名艺术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2019 年

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12

岁时，她跟随父亲常书鸿（敦煌研究院首任

院长）来到甘肃，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对敦煌艺术有了深刻的理解。敦煌文化影

响了她一生的艺术创作。她设计的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建

筑装饰和宴会厅建筑装饰图案等，既具有

新中国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也体现

了她深厚的敦煌艺术传统的积淀。

“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
艺 术 与 设 计 展 ”在 北 京 开 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薛 砚 马小龙
新甘肃·兰州新区报见习记者

李怡青

近日，在兰州新区秦川园区现代农业

产业园里，花农们忙着将一颗颗蒜头模样

的百合种球埋在土里。

“这可是我们自主研发出的‘宝贝’！”指

着只露出小小一片嫩芽的百合种球，农业产

业园生产技术负责人陈兰军自豪地说。

防止种球退化一直是国内百合花栽

培的技术难题。为解决这项“卡脖子”问

题，秦川农业设施农业生产班组以百合花

为研究对象，积极与相关科研院校、机构

合作，开展了百合花新品种育种方面的研

究，从土壤改良、消毒到种球分类整理，再

到播种种球、生长养护，每一道工序都严

谨细致。在百合种球品质的高要求下，如

何自主培育出能成功复壮且高品质的种

球，成为科研人员不断挑战的难题。

历时 3 年，经过不断培育、反复实践，

秦川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掌握了稳定的

籽球复壮与冻结保藏技术，最终成功复壮

出商品种球。

“目前我们通过种球繁育并小规模试

种，自主培育了 20 万粒百合种球，在园林

绿化公司和花卉生产企业广受欢迎。”秦

川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花卉生产主管

张军拾介绍，这批百合种球涵盖“木门”

“生命力”“吉普赛”等 6 个品种。

据悉，秦川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还将

陆续上市 45 万枝亚洲百合，共计 12 个品

种，百合种球及百合花正源源不断地发往

全国各地。园区已成为我省极少数具有

花卉种球国产化研繁能力的种植基地，实

现了从培育百合种球到销售百合种球的

跨越式发展。

随着花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秦川园

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深入挖掘农业农村发展潜力，推进特

色花卉种植，打造集科研、生产、加工、交

易、运输、销售和社会化配套服务于一体

的花卉全产业链，不断优化全产业生态。

除了传统销售渠道之外，园区不少花

卉从业者通过电商、直播等形式，向消费者

提供集美学设计、插花艺术、文创植入于一

体的花卉组合产品，促进农业升级增效。

“通过穿插讲解插花知识，让消费者

感受到我们不仅是在卖鲜花，更是在推广

一种生活方式。”从事鲜切花销售直播的

员工张轩说道。

此外，秦川园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在优

质品种引进、精细化管理上下足功夫，形

成不同特色无公害果蔬、花卉生产基地。

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拓展，培育初加工、

深加工农特产品，拓宽市场渠道，提升产

品附加值。

今年，兰州新区将围绕都市型现代特

色农业项目建设规划，增设产学研教育基地

和中小学生实践基地建设，促进农业与二

产、三产之间的渗透融合，形成产业融合、功

能多样、生产精细、开放广阔的都市型现代

特色农业，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兰州新区：科技赋能花卉经济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5 月 3 日，细雨蒙蒙，撑伞漫步在榆中县青城古

镇，城门高大古朴，古民居建筑错落，每一块青石板、

每一扇大门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古老

的故事。

青城古镇位于榆中县北部，黄河南岸，距兰州 90

公里、白银 23 公里、榆中县城 130 公里。青城历史悠

久，文物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是古丝绸之路上的

水旱码头及唐宋元明时期的边塞军事重镇。经过千年

的历史沉淀，青城形成了独特的水烟文化、科举文化、

建筑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

北宋仁宗年间，时任秦州刺史的大将狄青为防止

西夏入侵，凭借黄河，在唐朝龙沟堡的基础上增筑了新

城。因为新城东西长、南北狭，故称“一条城”或“条

城”。后来为了纪念狄青将军，将“一条城”叫做青城。

青城有极为丰富的水利资源和古老的名胜遗址，

是古代西北商贸集散地之一。随着电视剧《老柿子

树》的热播，青城镇，这个沉淀着千年岁月的古镇声

名鹊起。

2006 年青城镇被甘肃省建设厅、甘肃省文物局命

名为“甘肃历史文化名镇”；2007 年被建设部、国家文

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9 年被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2012 年荣获“中国十佳最美风情小镇”称号；2013 年

青城古民居建筑群落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6 年 10 月入选首批中国特色小镇。

……

“古镇陈醋调佳肴色正味悠香，青城长面宴亲朋情

深意更长。”

青城陈醋以精选的小麦、豌豆、小米、麸皮为原料，

经过制曲、煮醋、制醋、压醋、淋醋等流程，其制作工艺

独特，流程复杂，不添加任何化学制剂，纯粮食酿造而

成，具有色黑、香浓、味醇等特点。

青城长面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仁宗时期，狄青

戍边来此，黄河两岸居民安居乐业。喜食面食的当

地居民就以长面作为逢年过节改善生活和招待客人

的最佳食品。原料采取本地自己种植或从南北两山

做生意赚来的“禾尚头”小麦，用石磨磨出精细白面，

口感极好。

随着时间的流淌，青城长面已经成为这里的一张

名片。一碗长面，盛满了美好的祝愿，盛满了欢乐和

祥和。

走进高家祠堂，清道光帝御赐高鸣桂“才兼文武”的匾额被高高

挂起。

高家祠堂始建于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保存完好，里面悬挂着

清道光帝御赐高鸣桂“才兼文武”的匾额和清咸丰皇帝赐予进士高鸿儒

的“进士”牌匾。透过斑驳的牌匾，似乎可以穿过时间的长河看到当年

高家人进士及第的风采和衣锦还乡的热闹场面。

在罗家大院里，有一个压制水烟的巨型木椽，至今仍保存完好，吸

引游客前来参观。

青城镇是水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水烟之乡”。青城因为水烟

而兴盛，民间一直都有“水烟真者出兰州”的俗语，青城古镇几乎浓缩了

兰州水烟栽种加工史。

罗家大院是青城四大水烟作坊中的一个，“永顺成”是罗家大院水

烟作坊的字号，主要生产“永”字牌水烟。

榆中县青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凌霄告诉记者，明末清初，青

城人就发明了水烟，到了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水烟的种植、加工、销

售达到了鼎盛时期，得益于黄河运输的便利，水烟得以销往全国。

如今，虽然水烟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水烟的制作工艺和作坊保

留了下来，压制水烟的木椽和压制成捆的水烟似乎也在向游人诉说着

那段辉煌的历史。

青城文化底蕴深厚，还有独具特色的西厢小调、城隍出府、柴山、英

雄舞鼓、剪纸、刺绣等民俗文化等待着游客去探索和感受。

“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并对古建筑和传统文化进

行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在古建筑的修缮过程中，邀请文物专家和本

地专家进行指导和把关，认真听取相关建议。”榆中县青城景区管理委

员会主任蒲园园说，“‘五一’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就超过了 6 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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