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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出环境优美农家院落

干净整洁、美丽宜居，是广大人民群众

对乡村最朴素的向往和追求。

走进陈院镇梁楼村，绿树花草与整洁

村落相映成景，一个个温馨的农家小院，一

处处新颖的移风易俗文化墙，在雨水的映

衬下显得更加朴实自然。

“左手边的这座院落闲置了好多年，巷

道人居环境提升后很快就被租赁出去了，

现 在 用 于 开 办 农 家 乐 。”“ 这 棵 柿 子 树 有

200 多年树龄，秋天挂果的时候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跟随着陈院镇副镇长李小凤

的脚步，一转头来到了村民姚君的家中。

正在厨房忙活的姚君是陈院镇梁楼村

的“八改”示范户。厨房灶台上炖着大盘鸡，

撩起门帘的那一刻已是香味四溢。崭新的

厨房十分敞亮，白色大理石面板搭配着现代

灰色调的橱柜和洗菜盆、进水排水设备、煤

气灶、抽油烟机等一应俱全、摆放有序。

“以前，我们家煮饭就在一张简易的木

板上做，切菜时摇摇晃晃，菜饭经常撒落一

地。”姚君说。对照标准，村上指导“八改”，

户里对地板、房屋顶棚、橱柜、灶台、上下水

等进行了改造。

“做饭不再烟熏火燎，用水排水十分方

便。”姚君的感受也是改厨后这里村民们的

一致感受。

从姚君家出来的这条巷子原本是一条

总是泥泞的小路，在乡村振兴示范项目的

实施下，巷道得以硬化，实现了水路分离，

村民们告别了踩烂泥的日子。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以往的村

里，谈“厕”色变。要么在房子后面搭个简

易草棚茅房，要么是出了家门走一段路，远

不说，那气味儿直冲鼻。如今，村里人可是

感受了一屋一厕的便捷。

走进村民吕艳连家中，干湿分离的卫

生间设计，厕所的墙面地面都贴着瓷砖，梳

妆镜、热水器、洗手池、淋浴花洒、冲水马桶

一样不少，还加装了厕所门，干净且整洁。

“之前在村口挑水，现在自来水又进院

又进房；建在屋外几十米的厕所也改建到

了 自 家 院 中 。”说 起 改 造 ，吕 艳 连 感 叹 不

已。如今，绿植水池、假山盆景点缀着整个

院落，房里窗明几净。

农村垃圾治理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重要一环。“垃圾去哪里？”位于梁楼村石马

坝社陈院镇生活垃圾低温磁化处理站给出

了答案。

绿山掩映中的处理站，丝毫没有难闻

的气味。站里小花园内，色彩艳丽的小花，

透着花香点缀在绿色草坪中，景致甚美。

一辆辆满载着垃圾的清运车辆有序地驶出

站内，前往垃圾集中点统一清运。

工作人员将运来的垃圾，通过前期的

简单分拣，去除玻璃、石头、金属等不可处

理物质，把余下的塑料制品、纸制品等可碳

化、可燃烧的生活垃圾送入热解炉裂解，经

过两到三小时低温磁化处理，排放出的合

格残渣还可用于农田肥料，处理过程中废

气的排放量极小。

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眼下，正值万物生长的时节。陈院镇

梁楼村渔乐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里，

一片生机盎然。

3个偌大的鱼池，两三人坐在池塘边，悠

闲地垂钓；数百盆多肉千姿百态、肆意生长，

令人目不暇接；长廊交叉着数间凉亭，古色古

香的小木屋并排而立；“鱼菜共生”种植养殖

基地的池水中不时有鱼浮出水面进食；鱼池

旁边种植着蔬菜，鱼池的水和菜畦相通，实现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共生效应。

“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而发展的产

业已覆盖周边农户，有效带动了村民们增

收致富。”李小凤满脸笑意。

近年来，成县在田园上“绘图”、土地上

“绣花”，把一个村当作一个景点来设计，把

一户农家当作一个小品来改造，鸡峰镇长

沟村便是其中之一。

山林涧谷，云雾缭绕，林壑敛色，清风

徐来。漫步在鸡峰镇长沟村的小桥流水

间，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眼前一排排简

洁古朴的民宿，伴随着鸡犬相闻，乡野的静

谧在当下一刻享受无余。据村里人介绍，

每到夏天，这里便是避暑纳凉的好地方。

去年，鸡峰镇长沟村作为试点村，实施

了农村厕所粪污集中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试

点示范项目，将厕所污水、畜禽粪污等集中

进行无害化处理，全面改变了“一家清粪满

庄臭”的现象。

之所以能够发展乡村旅游，得益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振

兴项目的实施，让村庄面貌大幅提升。

如今，干净明亮、美丽便捷的农村人居环

境，使得村集体和农民得以实现“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在家门口自主创业增收的同时，也

激发了村民们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生活质

量、扮靓乡村家园、建设和美乡村的内生动力。

打造和美乡村幸福之家

看似一个小变化，对村民来说，是能触

手可及的幸福生活。

站在梁楼村焕然一新的幸福苑前，陈

院镇副镇长李小凤感慨之余，更多的是骄

傲。“曾经的旧村委会和社工站，经过打造

后，成了村民家门口的幸福家园。”

梁 楼 村 上 留 守 老 人 和 儿 童 较 多 ，为

了让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村上整合东西

协 作 项 目 资 金 150 万 元 ，倾 心 打 造 了 幸

福 苑 ，并 实 现“ 一 苑 三 用 ”。 将 餐 饮 住 宿

功 能 以 较 低 的 租 金 对 外 出 租 ，承 包 企 业

采取早餐 2 元、中午和下午餐各 4 元的模

式，每天为该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提供

日常饮食，并免费为 80 岁以上老人提供

一日三餐；改造的学习室，由村上联合社

工站及志愿者社团开办免费的假日托管

班 ，让 留 守 儿 童 假 日 有 地 去 、作 业 有 人

教；保留的爱心理发屋、洗衣房则由村上

志 愿 者 服 务 队 定 期 为 留 守 老 人 理 发 、换

洗衣物、床单被套等。

“如此一来，盘活了闲置资产，保障了

幸福苑的正常运转，也能让企业盈利，每年

能为村上挣得 2 万元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实现了三方受益。”李小凤说道。

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通往各个

村 社 ，一 排 排 整 齐 的 太 阳 能 路 灯 矗 立 在

道 路 两 旁 ，一 座 座 青 砖 白 墙 的 农 家 屋 舍

分布有序……

漫步在成县店村镇新村，突然被一声

亲切的呼唤吸引过去。“来，姑娘，尝尝我熬

的炒油茶。”这位热情的村民是村里“八改”

示范户王大娘。

跟着王大娘来到家中后院，炉火上熬

煮着油茶和罐罐茶。庭院干净，盆景花卉

点缀其间，葡萄架上的藤蔓纵横交错，头顶

的遮阳棚让小院中独享一片阴凉。

“开门见绿色、推窗是景色，住着感觉

特别舒服。”说起自家的好风景，王大娘言

语间满是喜爱。

—成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八改”工程观察

“ 八 改 ”改 出 农 村 新 生 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子恒

清除杂草、修剪枝条、施肥平地……早上

6 时，位于成县王磨盘镇王坪村的林缘家庭

农 场 社 员 张 卫 林 和 工 友 们 就 开 始 忙 碌 起

来。“平稳度过 4 月霜冻期，进入 5 月，就目前

挂果情况看，丰收在望。”看着漫山遍野的核

桃树，张卫林一脸喜色。

今年，张卫林和工友们又开垦了 200 亩

边角地种植了核桃。林缘农场目前已经发展

种 植 核 桃 2450 亩 ，核 桃 林 下 种 植 药 材 360

亩，长期吸纳当地 20 名群众务工，用工高峰

期，季节性用工人员将近 100 人。

核桃是成县农业特色主导产业，种植面

积已达 51 万亩，1100 万株，2023 年核桃坚果

产量 4.16 万吨，产值 5.22 亿元，农民户均核

桃收入 8856 元，农民人均核桃收入 2214 元，

是成县栽植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农业

特色产业。

张卫林走上核桃种植之路，得益于政府

的扶持鼓励。

“政府提供优质种苗，免费安排农技人员

上门指导，长期跟进服务，产销信息及时发

布，这些年，核桃种植成就了成县乡亲，我们

只管出力，抓好产品品质，就会有个好收成。”

张卫林说起核桃种植信心满怀。

这份底气是以品牌和市场为后盾的。成

县核桃目前已拥有“中国核桃之乡”“国家级

核桃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中国优质核桃基

地重点县”“全国核桃良种基地”“国家级核桃

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和“中国林业产业创新

奖”六张国家级名片。成县核桃还是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是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认证的商标。

成 县 核 桃 在 国 内 市 场 走 俏 的 同 时 ，自

2022 年开始尝试跨境电商营销，通过阿里

巴巴国际站开展海外订单。目前核桃产品

已出口至俄罗斯、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

印度、南非等国家，累计成交订单量 54 单，

成交金额 3700 万元，并分别在吉尔吉斯斯

坦奥什市和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建成

了 海 外 仓 和 海 外 展 厅 。 2024 年 签 订 海 外

意 向 合 同 3000 万 元 ，截 至 目 前 已 完 成

329.55 万元订单任务。

政策扶持，技术引领让如同张卫林一样

的核桃种植户越来越有信心。这些年，成县

始终坚持核桃良种为先的发展思路，自上世

纪 90 年代开始持续不断开展核桃优良品种

引进和选育，已引进国内外核桃良种 200 多

个，自主选育出省级核桃良种 5 个，取得国家

林草局新品种命名权 7 个。张卫林自 2014

年开始参与成县核桃嫁接和技术推广，截至

目前和全县核桃种植户共同完成核桃嫁接改

良 600 多万株，全县核桃良种率提高到 85%

以上。“在政府部门组织下，不但实现了全县

核桃的品种化栽培，而且培养了大批的农民

技术人员，每年核桃技术劳务输出获得收入

也是不错的。”张卫林介绍。

核桃劳务品牌深入人心，张卫林和他的

团队不仅服务于省内各核桃产区，还先后受

聘服务陕西青海等省外核桃产区。

成 县 苏 元 镇 党 委 书 记 李 昆 介 绍 ，随 着

核 桃 种 植 规 模 持 续 扩 大 ，核 桃 产 业 链 也 不

断 延 伸 拓 展 。 据 了 解 ，成 县 鼓 励 支 持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大 力 发 展“ 林 菌 、林 药 、林 禽 ”等

多 种 模 式 的 林 下 经 济 。 一 是 支 持 核 桃 加

工 企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等 经 营 主

体 流 转 农 户 核 桃 园 ，发 展 林 下 种 植 养 殖 产

业 。 目 前 已 有 4 家 企 业 流 转 农 户 核 桃 园

1000 多 亩 ；二 是 探 索 林 下 经 济 发 展 的 新

路 子 。 在 林 下 种 植 连 翘 、五 味 子 、祖 师 麻 、

天 麻 、茯 苓 等 中 药 材 和 养 殖 蜜 蜂 等 ，目 前

全县已利用林地发展林下中药材超过 2 万

亩，养殖蜜蜂 1 万多箱。

小核桃成就大产业。成县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通过群众自愿，主体引领，政府支持，

干群一体，实现“整县核桃全覆盖、川坝精品

果蔬菜、南北土蜂中药材、电商引领新业态”

产业布局。

““小核桃小核桃””成就大产业成就大产业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海晓宁）记者近日

从省供销合作社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

有效益的投资，加快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推

动全省供销系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全省

供销合作社系统组织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摸底工

作，全面掌握全省产业园区、分拣中心、中转站和回收网点

等建设和分布情况。

据统计，省供销合作系统现有再生资源产业园区 4 个，

分别位于兰州、白银、山丹、渭源。分拣中心 39 个，中转站

23 个，回收站点 1603 个，其中企业网点 1354 个，基层社网

点 249 个，开展两网融合业务站点 175 个，已逐步形成了以

城乡各类回收网点为基础、以县域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为

支撑、以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加工产业园为核心的点、线、

面、网结合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今年一季度，

全系统再生资源实现回收额 16.2 亿元，同比增长 9.4%，回

收量 59 万吨，增长 53.2%。回收拆解废旧电器电子产品

5797 台，拆解报废机动车 1065 台。

未来，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将以提高资源回收循环利用

效率为目标，加快资源整合，完善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县域

分拣中心为支撑、乡镇（街道）中转站为节点、村（社区）回

收网点为前端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加快形成供

销合作社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全省一张网”。

省供销合作社——

加快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网络体系建设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

当 前 ，我 省 已 进 入 汛 期 。 记 者 从 近 日 召 开

的全省水旱灾害防御暨水库安全度汛工作

会议获悉，应对水旱灾害，我省将锚定人员

不 伤 亡 、水 库 不 垮 坝 、重 要 堤 防 不 决 口 、重

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的 目 标 ，坚 持“ 预”字 当 先、以 防 为 主、防 线

外 推 的 工 作 思 路 ，构 建 起 完 备 的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矩 阵 ，以 工 作 措 施 的 前 瞻 性 和 治 理 措

施的确定性来应对风险隐患的突发性和不

确 定 性 ，坚 决 打 好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有 准 备 之

仗、有把握之仗。

我省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加强与气象、水

文部门的协作配合，共享本地区气象水文测

报信息，第一时间掌握水雨情。建立“风险研

判—科学预报—提前预警—实时反馈”的梯

次预警体系，健全和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

多渠道、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报预警和防灾

避灾信息，实现“预警叫应—应急响应—转移

避险”的跟踪反馈。要构建气象卫星和测雨

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

“三道防线”，加快水文水动力等模型的研发

应用，力争实现“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

的全链条洪水测报，推动洪水产汇流和演进

预报，不断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精准度。

各 地 要 坚 持 旱 涝 同 防 同 治 ，强 化 抗 旱

“四预”能力建设，加强中长期旱情预报，紧

跟人畜饮水需求和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段，实

时掌握供需形势变化，滚动跟踪墒情、雨情、

水情、农情，提前储备、科学调度抗旱水资

源。强化备用水源和 2023 年央企援建机井

管理，确保旱时能启用、涝时能关闭。完善

抗旱保供水方案预案，构建当地、近地、远地

供水水源“三道防线”，精打细算用好每滴

水。推进全国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和我

省 24 个站点的旱警水位（流量）成果应用，

提升抗旱保障能力水平。

据悉，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我省气

象水文年景总体一般甚至偏差，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处于

全 国 北 方 多 雨 带 ，区 域 性 、阶 段 性 洪 涝 灾 害 和 极 端 天 气

易发多发，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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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杨忠平

富贵花开生态美，乡村振兴夏意浓。初夏时节，临洮

县山川田野花香扑鼻，近万亩娇艳怒放的紫斑牡丹正以最

美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宾，牡丹系列加工产品纷纷展出，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

走进洮阳镇车刘家村曹家坪牡丹园，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赏牡丹风采、品牡丹美食、鉴牡丹书画。游展销、看非

遗、听秦腔，游客们享受着优美的田园风光，感受深厚的文

化底蕴。“曹家坪原野牡丹园始建于 1945 年，经过曹氏三代

牡丹人 70 多年的精心培育发展，目前建成面积达 1600 余

亩，是集牡丹种植观赏、芍药鲜切花生产等功能为一体的

原野牡丹基地。”洮阳镇党委副书记魏文彦介绍，现基地内

有百年牡丹古树 2000 多株，牡丹品种有 300 多种，是西北

地区牡丹品种最多、古树最多的园区。在合作社的带动

下，车刘家村牡丹种植突破 1000 亩、芍药种植达 600 亩，

鲜切花畅销国际国内市场，加上种苗、旅游、药材收入，年

综合产值达 2000 万元，带动了一大批群众增收致富。

临洮花卉发展历史悠久，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为牡丹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有“陇上花圃”之美

誉。紫斑牡丹传统地方品种多达 280 多个，大丽花、唐菖

蒲、郁金香、观赏百合、蝴蝶兰等球根类花卉 150 多个品

种。此外，这里还有月季、丁香、连翘等灌木花卉 60 余种，

栽培面积达 7600 多亩，年产值达 6000 余万元。

近年来，临洮县把牡丹作为“独一份”产业倾心培育，

精心打造了曹家坪原野紫斑牡丹园、南屏国际紫斑牡丹园

等牡丹基地，将县域内星罗棋布的“牡丹园”变成“摇钱

树”，增加就业岗位，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同时，

临洮县还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切入点，以发展全域

旅游为目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先后打造省市县三级示

范村 20 个，边家湾、马家窑、双联 3 个村被认定为市级“和

美乡村”。此外，牡丹茶、紫斑牡丹酒、皮雕等牡丹衍生产

品的开发与研究日趋完善，全县牡丹产业链初具规模，“既

可赏又可用更能致富”的牡丹产业已成为临洮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富贵花开生态美
紫斑牡丹助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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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初夏的清晨，滴答的雨声

唤醒宁静的乡村。从陈院镇

到店村镇，再到鸡峰镇，车子

在成县的乡村道路上蜿蜒前

行 ，穿 梭 在 连 绵 起 伏 的 青 山

间 ，烟 雨 蒙 蒙 也 难 掩 绿 意 盎

然 ，回 首 间 道 路 两 侧 的 花 开

得正艳。行进在青山绿水之

间，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日

新 月 异 的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恬

静雅致的乡村幸福生活不断

映 入 眼 帘 …… 农 村 大 地 处 处

向“新”而生。

“干就干成 、干就干好 。”

近年来，成县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抓手，以乡村特色产业

发展助农增收为目标，以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促进美丽乡村

建设为重点，以乡风文明不断

凝心铸魂为切入点，使得乡村

面貌发生了新变化，群众幸福

生活迈上了新台阶。

成县陈院镇一家被改造成农家乐的农家院落。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张卫林查看核桃长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子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