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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近日，在清水县松树镇 540 亩蚕豆

种植区域，多台农机穿梭在田间地头，正

在对土地进行深翻。

“机械化作业为农作物播种打下了

良好基础。”松树镇下曹村种植大户曹建

明告诉记者，今年他把种植的 400 多亩

土地全部托管给清水县农业社会化服务

平台进行统一种植，省心多了。

谈及清水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

曹建明连连称赞，“我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托管了部分种植业务，后来发现土地

托管后省时省力，效率也高，就把土地全

面托管了，每亩地政府还补贴 80 元哩。”

“以前，我们想种地就无法外出务

工，想务工就无法顾及家里的土地，现在

好了，有了社会化服务团队，不仅可以外

出务工，还可以适时扩大种植面积，增加

种地收入。”曹建明说。

在松树镇，像曹建明一样把土地托

管给清水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进行统

一种植的人还有很多。

清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清水县通过构建“县级搭平台、

合作社做主体、联盟强托管、抱团促发

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依托清水

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严格筛选组建

了一支由 96 家服务主体组成的专业化

农机服务队。

清水县宝山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便

是清水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的 96 家

服务主体之一。

“今年一季度，我们在松树镇承包的

服务面积达 4600 余亩。”清水县宝山农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宝珊说，我

们按照统一标准，对所托管的土地进行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根据不同阶段、不

同农户的种植需求，充分调动人力、物

力，确保工作快速完成。

农户下单，“田保姆”接单。不断推

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提高了农业生

产效率和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也解决了

当下农村劳动力不足、土地撂荒、留守老

年人种地难、收入低等问题。

今年以来，天水市积极创新生产方

式，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方式，积极推广实施耕、

种、管、收、售为一体的土地托管服务，开

展标准化生产，带动更多小农户接触新

技术、融入新模式，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

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天水市共确定项目服务组织

342 个，投入各类机具 1275 台套，定位

设备 471 台套，补贴服务主体 307 家，服

务小农户 61184 户。

天水：土地托管让农民省心添“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侯洪建 通讯员 张敏凤

城乡景色如画、志愿服务走心、邻里乡亲和睦……初夏时

节，行走在临泽的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文明之风。

近年来，临泽县培育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持续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在为民服务上办实事求实效，让文明实践触角在城

市和乡村不断延伸。

一

日前，在流沙河畔的自行车道上，一场简约又环保的“单车

婚礼”令人耳目一新。欢笑声中，新郎李国青搭载着新娘李盈盈

一路骑来，满怀喜悦。迎亲队伍手持鲜花和气球紧随其后，为婚

礼增添了欢乐气氛。

“婚事新办，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温馨、绿色低碳的结婚方

式开启我们的幸福旅程，亲朋好友也为我们高兴。”李国青说。

从“公交车婚礼”到“单车婚礼”，环保新颖的婚礼形式日益

成为越来越多临泽青年的选择。

近年来，临泽县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探索完善村规民约，

对“份子钱”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建立红白理事会、

邻里议事会，弘扬文明婚俗理念，自觉抵制不良婚嫁习俗，弘

扬时代新风。

“现在村里操办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情况少了，群

众的负担小了，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了。”谈起村里操办红

白事的变化，沙河镇西头号村群众贾先生赞不绝口。

二

走进位于新华镇新柳村的第六届甘肃省道德模范赵兴兵家

里，一幅悬挂在墙上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书法作品格外醒

目。这也是赵兴兵孝老爱亲的座右铭。

三十多年来，他无私抚养去世哥嫂和妻弟留下的 3 个孩子，

悉心照料岳母，用实际行动不断践行传承着“孝老爱亲”的优良

家风。提起他的感人事迹，村民都连连称赞。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要努力让孩子好好上学读书，让他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一句朴实又简单的话语，却承载着赵兴兵沉

甸甸的责任和满满的爱。

临泽县注重典型培树，营造浓厚的向善氛围，先后涌现出了

“甘肃好人”、各级“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 115 人。他们虽身处

不同行业，但始终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乐

善好施的中华美德，示范带动着身边群众行好事、树新风。

三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呵护“一老一小”是近年来临泽县各镇、村（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阿姨，您的头发长了，我陪您去理一理。”“您要是身体不舒服，按这个求

救键，我们就会及时赶来。”“红马甲”志愿者成为全县独居老人家里的常客。

志愿者耐心指导老人使用“一键通”应急呼叫系统，讲解防范电信诈骗技

能和科学健康养生知识，帮助老人清洁卫生、整理家务，鼓励老人保持乐观心

态，安享幸福生活。

同时，全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培育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完善基

础设施，丰富活动载体，爱心呵护“一小”健康成长。

如今，孩子们可以在县游泳馆免费上游泳课，在科技馆感受精彩的科

普课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图书馆、社区书房、农家书屋做作业、阅

读书籍。针对家庭困难孩子，志愿者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心帮扶”志愿活

动，为他们排忧解难。

今年以来，临泽面向“一老一小”开展各类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600 余场次，助力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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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记者近日从有关会议获悉，金昌

市紧扣现代化产业集群发展人才需求，积

极推行“市引企用”模式，择优选派市直部

门新引进人才到重点企业蹲苗锻炼，帮助

青年人才迅速转变角色、提升能力素质，

为全市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金昌实施“才聚

镍都”专项行动，成立企业服务专班，组

成 4 个服务小组，深入现代化产业集群

链上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全面了解掌握

企业人才队伍现状和需求，梳理形成人

才需求清单，精准识别所需专业类别和

岗位类别，科学编制年度急需紧缺人才

专业目录，提高人才引进的精准度。采

取“订单式”选派方式，综合考虑新引进

人才自身优势、专业特长、学习工作经历

及企业用人需求，精准匹配，供需对接，

择优选派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到企

业开展为期 3 年的专项服务，指导企业

合理安排工作岗位、明确工作任务，确保

人才“派”有所需、“派”有所用。目前，已

选派 2023 年引进的 6 名人才到相关企

业项目和经营一线实战锻炼。

金昌制定“市引企用”干部管理考核

办法，建立帮带和双重管理机制，强化日

常培养管理工作，由企业制定选派人才培

养计划和岗位责任清单，企业干部和业务

骨干“一对一”结对帮带，帮助选派人才转

角色、勤实践、学经验、提能力。注重发挥

考核引导作用，将引进人才服务企业期间

表现情况作为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的重要

依据，引导人才干事创业、加快成长。同

时，多管齐下用心留才，选派人才在企业

开展专项服务期间，保留其事业编制和人

事关系，在工资待遇、畅通发展渠道上用

活政策。推行“人才金管家”服务制度，为

选派人才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便捷服

务，经常性开展“人才服务日”、人才联谊

等活动，为选派人才搭建起建言献策、成

长成才的广阔平台。

金昌推行“市引企用”模式助人才成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周爱玲 王 昕

初夏时节，走进酒泉市肃州区上坝

镇，成片的麦苗经过滴灌，嫩绿嫩绿的；

生长在拱棚内的西蓝花、娃娃菜、莴苣等

高原夏菜，长势正旺。

“滴灌节水又省工。”酒泉盛利农业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强说，“今年合作社种

了 800多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分为 4个片

区，每个片区只需1个人负责灌溉即可。”

郭强算了一笔账，以小麦为例，滴灌

25 至 30 亩地，只需 10 小时，比大水漫灌

少 20 个小时。小麦收获后，种植高原夏

菜，每亩地能节约水费 80 元。在滴灌的

基础上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每亩地节

约肥料费用 100 元。

肃州区水务局按照“丰增枯减”原

则，提前谋划，做好灌溉“水文章”。

“各灌区制定分级分段灌溉管理责任

书，准确核定春灌面积，制定春灌配水计

划，提高灌溉效率，确保春灌用水工作有序

开展。”肃州区水务局工作人员高子惠说。

在位于肃州区清水镇清水村的马营

河 2024 年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车辆穿梭往来，工

程建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这项工程投资 890 多万元，目前，

工程正在进行蓄水池土方开挖等工作，

预计今年 11 月可投入使用。”项目施工

人员李懂刚说，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对辖

区农业节水增效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连日来，金塔县鸳鸯灌区水利水保

所积极开展春灌工作，为保证春耕适时

播种、夏粮丰收提供水利支撑。

4 月中旬，鸳鸯灌区的农民们开闸

取水，引流入田。

“春季灌得好，墒情就好，农田喝饱

了，收成就有保障了。”田地浇上了“春

灌水”，金塔县古城乡村民吕国兵脸上

布满了笑容。

“我们根据农田实际用水量，合理安

排灌水时间和轮次，精打细算用好水资

源，确保应灌尽灌，为今年农业生产开好

头、起好步。”鸳鸯灌区水利水保所副所

长殷惠芳介绍。

肃州区、金塔县的春灌场景，是酒

泉市灌区“精打细算”保障春耕春灌的

生动写照。

“2024 年开春以来，面对区域降雨

少，河道来水偏枯的局面，酒泉市水务局

及早组织开展水利设施春修春检，推进

春耕生产安全供水保障工作。目前，已

维修各级渠道 364 千米、各类建筑物 198

座，检修机电设备 67 台（套）、机井 299

眼，增强了水利工程的蓄水、输水保灌能

力。”酒泉市水务局副局长王敦瑜说。

此外，酒泉市还大力实施灌区现代

化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推进农

业节水增效。今年，当地计划完成投资

1.59 亿元，加快实施金塔县鸳鸯、肃州区

马营河、玉门市小昌马河、瓜州县榆林河

等大中型灌区改造和敦煌市党河灌区老

旧渠道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提高灌区供

水保障能力。

酒泉：精打细算做好灌溉“水文章”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走进甘肃陇南宕昌县中发药材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熟练地将

大黄、当归等中药材进行分级拣选和

炮制，空气中弥漫着药香。

陇南市宕昌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

和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

带，素有“东晋古都、千年药乡”的美

称，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复杂多样的

地形地貌，适宜各类中药材生长，中药

材种植资源非常丰富，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基础深厚。

为支持辖区中药材企业抢抓市场

机遇，兰州海关所属天水海关实地了

解企业需求，将海关政策“送上门”，结

合中药材种植加工特点开展政策宣讲

和技术指导，从种植环节提前介入，指

导企业严格农药化学品投入管控，强

化原料源头风险管理；指导企业完善

细化生产环节拣选、分级等操作标准，

指导企业全面提升质量管控水平。同

时，畅通关企即时交流平台，第一时间

掌握企业出口流程，为企业提供“即报

即检即签证”的快速通关服务，全流程

助力出口中药材抢订单、拓市场。

“今年中药材市场需求旺盛，正在

加工的这批出口货物包含大黄、红芪

等 27 种中药材，货物种类多，交付时

间紧，海关畅通通关绿色通道保障订

单交付，帮助我们抢占市场。”宕昌县

中发药材有限公司外贸负责人者坚军

感激地说。

宕昌县中发药材有限公司赶付订

单不是个例。在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车间，一批优质党参正在

加紧生产，即将发往韩国。

“中药材作为检疫性风险较高的

植物产品，国外市场准入门槛高，技术

性贸易措施多。”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张淼说，“多亏海关及时

对我们进行药材出口指导，让我们能

够及时识别并规避风险。”

了解到企业出口需求后，天水海关

第一时间组织业务骨干成立中药材出

口业务攻坚小组，梳理辖区中药材主要

贸易市场检验检疫标准和国外通报案

例，结合企业出口诉求和产品类别分门

别类开展送政策上门，指定专人跟进企

业出口流程，掌握首次出口企业和产品

目的地市场受阻情况，第一时间协调处

理，切实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甘肃中药材

出口值 1776 万元，同比增长 55.29%，

出口市场拓展至韩国、日本、美国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

氤 氲 药 香 飘 海 外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刘 薇 杨 卉

初夏，走进位于平凉市崆峒区白水镇打虎村的泾河川万亩产业园，蔬菜

大棚鳞次栉比，绿油油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移苗、培土、浇水……忙得

不亦乐乎。

“我家就在附近，闲了就来大棚干活，一天挣 100 多元，活不累还能补贴家

用。”白水镇务工村民徐正国说。

产业发展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引领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白

水镇抢抓设施蔬菜产业全链条发展机遇，腾退闲置土地，吸引种植大户入驻园

区，既保证了大棚的种植效益，也拓宽了周边群众的就业渠道。

同时，白水镇优化创业就业环境，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发布就业信息，开展

就业技能培训，多措并举促进当地群众稳定增收。

“我们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助农兴农’机制，依托泾河川万亩现代产业园

就近就地解决劳动力就业 1700 多人，人均年增收达 2 万元以上。”白水镇行政

综合执法队副队长安倩介绍说。

近年来，崆峒区坚持外出务工与就近就业齐头并进，通过劳务输转、搭建

就业平台、鼓励就业创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铺就农村富余劳动力增

收致富路。

今年以来，崆峒区聚焦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等重点工作，强化劳

务协作，持续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截至目

前，全区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 8.17 万人，创劳务收入 7.47 亿元。

“我们收集推介岗位用工信息，畅通线上线下招聘渠道，坚持有序外出和

就地就近务工相结合，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助推群众稳定增收。”崆峒区劳务产

业中心负责人张雅婷说。

崆峒区：就业帮扶提升群众幸福感

连日来，在民乐县大堵麻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来回穿梭，工程有序推进。据悉，民乐县大堵

麻大型灌区承担着全县 6个镇共 60个行政村的灌溉任务，设计灌溉面积 39.595万亩。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近日，陇西县工业园区的铝合金挤压、铝合金型材制造生产车间内机器轰

鸣，工人们正铆足干劲加紧生产。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