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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区融媒体中心

时下，走进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柏油路平坦开阔，小花园、小农

场被栅栏整齐围起，房屋错落有致，梯田层层叠叠，一幅欣欣向荣的

新农村画面映入眼帘。

今年以来，西固区金沟乡聚焦“金关画卷”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

狠抓主导产业培育，丰富乡村产业类型，重点串联马家山村和熊子湾

村，整合文旅资源，紧紧围绕“生态+文旅”发展思路，以“百合种植+

千亩果园+休闲旅游”为主题，着力打造集观光农业、生态农业、采摘

体验、民俗文化、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旅游发展新业态。

人靠路走，车靠路行，村靠路富。在马家山村，整修一新的乡村

路面干净平坦，村民享受着道路改造带来的便利。

“马家山村以种植苹果、大接杏为主，以前每到收获的季节，田间

道路大多狭窄且路面坑洼不平，一遇雨天更是积水严重、泥泞不堪，

我们运送农用物资和农产品极其不便。现在新修的路面又平又宽，

方便多了。”马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孙烈荣说。

今年，马家山村积极组织党员、村干部、志愿者推动实施林果产

业道路整修项目，调配铲车、挖掘机、农用车为田间路清沟、护坡、平

整路面。

金沟乡先后实施马家山村林果产业道路项目、杨家咀村道路提

升改造项目、熊子湾村人饮蓄水池提升改造项目等 9 个项目，全力推

进“金关画卷”乡村振兴示范带基础设施建设。

金沟乡加快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截至目前，全乡建成有机百合种

植基地和马家山村千亩果园示范基地 2642亩，改造提升重点百合加工

企业生产车间 3个，新增加工生产线 5条，在示范带沿线新栽植槐花、丁

香等各类树木 600余棵。同时，依托关山骑行赛、百合采挖节、马家山

果王争霸赛、农民丰收节等系列乡村推介活动，打造一条独具金沟特色

的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擦亮“魅力金沟”金字招牌。 （周俊宇）

西固区：

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名片

崇信县融媒体中心

“我花了很长时间找房租住，一直没有合适的房源。”毕业于甘肃

农业大学的高国燕，今年通过人才引进进入崇信县畜牧兽医中心工

作，但住房成了困扰高国燕的难题。近日，她通过申请摇号，拿到了

租赁房的钥匙，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感谢党的好政策，我终于有了属

于自己的小‘窝’。”

前不久，崇信县召开了 2024 年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抽号选房大

会，这次分配的房源来自新西街公租房和幸福家园两个小区。当地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阳光配租”的原则，经过“三级审核，两级公

示”的流程，最终为 45 套住房确定了租赁者。

“公租房配租政策主要针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进城务工

无住房人员、大中专及以上院校毕业的新就业人员、引进人才，公租

房租金低，旨在为这部分人群提供较好的住房环境。”崇信县住建局

副局长杜文辉介绍。

在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的同时，崇信县还研究制定城镇住房

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及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的

“三服务”清单，通过入户摸底调查，严把审核程序，为符合条件的住

房困难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这个季度，我领到了住房补贴 1170 元，缓解了生活压力。”崇信

县锦屏镇东街村居民杨永军告诉记者，自家属于住房困难家庭，他向

城市社区提出申请后，通过县住建局等主管部门核实，被纳入住房困

难家庭保障对象，每个季度的住房补贴会按时发放到账户上。

近年来，崇信县在开展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过程中，抢抓政

策机遇，以公租房实物配租和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保障，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度，持续构建完善

的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

保尽保的目标。 （孙淑霞 刘婷婷）

崇信县：

持续构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金塔县融媒体中心

时下，走进金塔县金塔镇沙漠生态农业园，温室大棚整齐排列，

棚内，一个个小西瓜掩映在绿油油的藤蔓间，长势喜人。

气 候 控 制 智 能 化 ，水 肥 供 给 精 细 化 ，冬 有“ 地 暖 ”、夏 配“ 空

调”……该园区通过数字化智能应用监测设备，实现了对西瓜生长情

况以及气象、土壤、水质、虫情等数据的 24 小时监测。

近年来，金塔县改变种植模式，搭配沙地改良，选择适宜品种，经

过联合攻关，沙地变良田，解决了与粮争地的难题。金塔县农技推广

中心还探索实施沙培技术，不仅有效利用了沙漠资源，而且为沙漠地

区发展设施农业提供了技术方案。

“沙子透水性和透气性较好，但是营养不足，我们采取沙子加腐

熟牛粪的办法，让沙子也能长出作物来。”金塔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技

术员冒国伟说。

科技加持，种瓜有了新思路。金塔县大力发展西甜瓜产业，培育

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协会、合作经济组织 32 个，累计引进优良品种

360 余项，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1520 项。

据了解，金塔县瞄准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引进客商和企业到金塔投资西甜瓜产业，一批产业基地纷纷落户，发

展新技术、培育新品种，西甜瓜种植面积保持在 10 万亩以上，早、中、

晚熟西瓜不同时期上市，满足了不同市场消费群体需求，实现了一年

四季都有瓜。

在订单农业种植模式下，金塔县的产品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城

市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并开辟了韩国、越南、泰国等国际市场，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说起金塔的西甜瓜产业，就不得不说西甜瓜种子。

金塔县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低，土壤沙黏适中，

产出的种子以“不带菌、纯度高、芽势强”享誉国内外。2022 年，金塔

县被认定为“国家级区域性西甜瓜良种繁育基地”。

金塔县因地制宜，主攻西甜瓜制种，与国内 50 多家科研院所及

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每年在金塔县制种的企业达到 100 多

家，培育本县企业 38 家，产业高地加速崛起。金塔县通过西甜瓜产

业打开了现代农业强势发展的突破口，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

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卢玉）

金塔县：

科技赋能西甜瓜产业加速发展
永昌县融媒体中心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施工场景催人奋进……时下的永昌大地处处展

现出上项目、抓投产、谋发展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永昌县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一

批省市重大重点工业项目纷纷落户永昌，掀起了一股项目建设热潮。

在地处永昌工业园区河西堡工业园的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

目、金川集团 40 万吨/年智能铜电解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

梭，焊花闪烁，1000 余名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施工。

“各系统正按既定工期稳步推进，厂房主体结构、主要设备基础施工

已完成。”金川集团铜贵有限公司永昌工业园区项目组熔炼系统项目组

副组长卢英杰表示，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升项目总投资 55.2 亿元，已

有 59个子项施工建设，已完成主体施工量的 75%。

永昌县千方百计上项目、扩投资，重大项目持续突破。2023年，全县总

投资98亿元的27个精细化大化工项目实施，分别新增化肥、精细化工产能

115万吨、18万吨，精细化工被认定为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新能源

新增并网80万千瓦，“飞地园区”取得突破，5个有色金属新材料、9个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稳步推进，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0家。

永昌县强化服务保障助推项目建设，大力推行“管家+保姆”服务模

式，严格执行“一个项目、一套包抓班子、一个责任部门、一名服务专员、

一个实施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党政干部挂钩到企业，实施精准

高效服务，全方位、全天候、点对点为企业排忧解难。 （张铭功）

永昌县：

重点项目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渭源县融媒体中心

5 月，渭河源头草木葱茏、繁花似锦。

走进渭源县渭河源村，村庄错落有致、环境

干净整洁，微风轻拂翠柳，鸟雀戏水塘边，

处处展现着和美乡村新气象。

近年来，渭源县以“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为引领，坚持全局谋划、系统推进、

重点突破、内外兼修，大力推进“一片两带”

和美乡村示范建设，尽展无限魅力。

乡村建设强“底子”

“ 从 渭 河 源 村 到 渭 河 源 景 区 ，沿 途

村 庄 非 常 漂 亮 ，道 路 宽 阔 平 坦 ，各 类 旅

游 服 务 设 施 齐 全 ，这 次 来 渭 源 不 虚 此

行 。 我 们 还 要 体 验 民 宿 ，品 尝 美 食 ！”四

川游客黄小强说。

五竹镇渭河源村党总支书记张欢随介

绍：“我们以市级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依

托渭河源 5A 级景区，大力培育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改造民宿客栈 10 家、农家乐 5

家。同时，对村子进行了绿化，对破损路面

进行了维修改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渭源县聚焦和美乡村建设，按照鸟鼠山

系南部示范片区和 G310、S227沿线示范带

“一片两带”规划布局，聚焦“村庄美、产业兴、

治理好、乡风和、百姓富、集体强”六大类19项

具体指标，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023 年 ，渭 源 县 成 功 创 建 和 美 乡 村

10 个；2024 年，渭河源村、侯家寺村 2 个省

级和美乡村，秋池湾村、庆坪村等 4 个市级

和美乡村，姚集村、乔家滩村等 4 个县级和

美乡村建设正有序推进。

环境整治靓“面子”

“以前，道路旁生活垃圾常年乱堆，庄

前屋后杂草丛生……如今，村里变得越来

越干净，村民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峡

城乡秋池湾村村民侯应生对村里的变化赞

不绝口。

渭源县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村容

村貌的重要抓手，坚持点面结合、全域推

进、长效运行，由“表”及“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深入开展绿化大提升、垃圾大清理、

村庄大整治、街道大治理“四大”行动，扮靓

和美乡村“面子”。

今年以来，渭源县共建设“一片两带”

通道绿化提升工程 338 公里，配套建设花

带 188.48 亩，建设小微公园 4 处 10.17 亩，

完成村旁、水旁、路旁、宅旁等“四旁”绿化

67 万株；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4142 吨、畜禽

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2140 吨；拆除

残垣断壁 3804 处，路面养护 85 处，庭院环

境整治 1599 处。

日前，渭源县村道 276 线张家湾至渭

河 源 景 区 旅 游 公 路 被 交 通 运 输 部 评 为

2024 年全国“我家门口那条路——最具人

气的路”。

富民产业稳“根子”

产业振兴是和美乡村发展的关键，和

美乡村的创建也为新型产业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

走进会川镇罗家磨村写生基地，写生

器材一应俱全，田园风光美不胜收，吸引了

各地艺术爱好者前来写生、摄影创作。

“今年前来写生和旅游打卡的人明显

增加，写生基地不仅展现了渭源文化旅游

特色，而且吸纳了附近村民就近务工，为当

地农特产品销售打开了新渠道。”基地负责

人姚龙介绍。

渭源县通过持续培育壮大乡村旅游、

鲜切花、种植养殖等特色产业，进一步健全

村域主导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户增

产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和美乡

村建设提质增效。

侯家寺村依托南谷新村 3A 级景区和

南谷玫瑰园，发展壮大玫瑰鲜切花产业，发

展 民 宿 2 家 、农 家 乐 6 家 ；秋 池 湾 村 发 展

“漾水茗秋”金丝皇菊种植、生产、加工、销

售全产业链条，种植金丝皇菊 200 亩以上；

杨川村依托高原夏菜产业，提升改造塑料

大棚 50 座、暖棚 4 座，建成高原夏菜产业

基地 700 亩……一项项富民产业已然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文明乡风实“里子”

日 前 ，走 进 新 寨 镇 姚 集 村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一 场 特 别 的 会 议 正 在 会 议 室 内 进

行 —— 全 村“ 道 德 银 行 ”评 议 会 ，对 和 美

乡村建设中表现突出的村民进行评议赋

分，并通过“道德银行”兑换奖品。

“参与植树、环境整治、维修道路都可

以得到相应积分，婆媳关系好、孝老爱亲的

同样可以积分，我们已为 59 户农户积分

355 分，兑换奖品 102 件。”新寨镇姚集村

党支部书记王华强说，通过“道德银行”的

激励，激发了群众参与村级事业的积极性，

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成效。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既 要 抓“ 面 子 ”，更 需

实“ 里 子 ”。 渭 源 县 综 合 运 用 党 建 引 领

下 的“ 五 治 融 合 ”治 理 手 段 ，创 新 实 施

“ 道 德 银 行”建 设 ，通 过“ 以 行 为 换 积 分 ，

以 积 分 换 奖 品 、以 积 分 享 优 惠 ”的 信 用

积 分 体 系 ，引 导 村 民 成 为 乡 村 治 理 的 主

要 参 与 者 、受 益 者 和 最 终 评 判 者 ，推 动

乡村治理实现科学化。

截至目前，渭源县 218 个行政村兑换

积 分 38123 分 、兑 换 奖 品 价 值 56237 元 。

新时代文明新风蔚然成风，和美乡村实现

“外在美”与“内在美”双提质。

（马富平）

渭 源 ：和 美 乡 村 展 新 颜

图为甘南州当归种植基地。近年来，甘南州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不断优化道地药材种植布局，

大力扶持培育中医药现代化企业，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专业化加工、网络化营销的产业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甘南州委宣传部供图

夏日的渭源县绿意盎然、风景如画。 渭源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环县融媒体中心

农特产品走上天津市民的餐桌、适龄

劳动力在天津的广阔天地中大展身手、病

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和天津同样的医疗服

务……在环县，天津市南开区的帮扶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开，渤海之滨；环县，西北小县。横

跨东西，跨越万水千山。

2016 年 ，天 津 市 南 开 区 响 应 国 家 号

召，迅速投身到对环县的帮扶实践之中，真

金白银地投入、真情实意地帮扶、真抓实干

地支援，两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对口协作

结出丰硕成果。

播撒产业帮扶“金种子”

东西部协作工作如何落到“点子”上、

帮到“心坎”里？

南 开 区 立 足 环 县 产 业 基 础 、区 位 优

势 、市 场 条 件 、资 源 禀 赋 等 ，通 过 宣 传 招

商政策，锁定行业头部企业，帮助当地引

进 山 东 金 沅 陇 庆 公 司 ，在 木 钵 镇 关 营 村

建 设 全 自 动 智 慧 食 用 菌 培 育 工 厂 ，补 齐

了种、养、菌“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发展链

条中的关键一环。

据 了 解 ，南 开 区 积 极 助 力 当 地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帮 助 环 县 引 资 1.5 亿 元 。 同

时 ，真 金 白 银 注 入 帮 扶 资 金 ，撬 动 当 地

产业发展。

环县草羊产业发展基础良好、成效显

著。南开区顺势而为，将 7500 多万元协

作资金用于草羊产业发展，提升村级养殖

能力，拓宽村集体经济来源。聚焦生产端

和市场端，南开区有针对性地补齐环县山

地 苹 果 发 展 短 板 ，加 大 科 技 赋 能 力 度 ，

2024 年实施“青砧+瑞雪”无支架矮化栽

培科技试验示范项目，为当地培育新品种

100 余亩。

搭好劳务输转“连心桥”

环县是庆阳的劳务大县。南开区与环

县携手共建就业帮扶机制，帮助农村劳动

力稳定就业，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建设劳

务工作站 23 个，在县城成立“环县零工驿

站”“环县劳务服务中心”，鼓励带动输转劳

务 8878 人次。在农民工返岗复工时，双方

联合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免费输送，帮助

劳动力返岗复工。

今年，南开区与环县组织乡镇和驻村

工作队落实“冬日无闲结对关爱”行动，成

功举办 2024 年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活动、

“环州羊总管”劳务品牌推介会，同步开展

线上直播带岗活动，吸引县内外 60 余家企

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 3036 个。

在南开区的帮扶下，环县多层次开展

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就业技能和水平，促

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打造消费帮扶新引擎

走进环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客服们忙

着回复顾客消息，介绍产品特性；羊肉加工

厂内，工人们有序分装、打包，快递专车在

门口随时准备发货……

电商是南开区和环县开展协作的重要

载体之一。东西部协作启动以来，南开区

助力环县先后在网上开设京东环县馆、苏

宁易购环县馆、环聚天下环县农产品馆 3

个线上农特产品专馆，向脱贫地区农副产

品网络销售平台预审推荐认定 24 家企业

145 个产品。

2021 年以来，南开区累计安排帮扶资

金 364 万元，在南开区开设环县消费帮扶

农特产品展销中心，在环县世纪华联超市、

环州故城景区等地成立天津农特产品专

馆，实现两地农业产品互销。今年，南开区

和环县在兰州建办帮扶产品专馆，为环县

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形成了消

费帮扶新亮点。

据 悉 ，环 县 近 年 来 借 助 南 开 区 稳 定

的 消 费 能 力 和 成 熟 的 经 销 渠 道 ，累 计 销

售 农 特 产 品 近 7.4 亿 元 。 今 年 截 至 4 月

底 ，南 开 区 助 力 环 县 完 成 消 费 帮 扶 金 额

突破 4300 万元。

（王玉琴）

—天津南开区和甘肃环县携手推进东西部协作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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