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于晓明

群众求助，民警辗转奔波帮办代办；群众发生矛盾，民

警苦口婆心劝说和解……辖区各类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发

案率逐年下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逐年上升。

近年来，嘉峪关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整合资源、明晰责任，把社区警务打造成社会治理第一平台、维

护稳定第一防线、服务群众第一窗口，不断筑牢平安稳定基石。

打造基层治理“新引擎”

近日，嘉峪关市五一路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接到紧急预警

信息，显示辖区一居民可能正在被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实

施诈骗。社区民警赵霆一边电话联系预警人，一边通过“一

标三实”平台查询到该市民实际居住地址，随后立即赶往其

家当面劝阻，成功为其挽回了近 12万元的财产损失。

这是嘉峪关市案件发案率下降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嘉峪关市以‘派出所主防’为切入点，把重

点工作放在防范上，用新警务格局守护保障新发展格局。”

嘉峪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刘忠田说。

同时，嘉峪关公安部门还依托公安大数据警务云，整合

共享各类数据资源，向全警提供数据服务支撑，形成“民

情+警情+信息”互联互通、融合共享的工作机制，极大提升

了社区警务运行效能。

今年以来，在广泛应用社区警务信息上，嘉峪关公安及

时劝阻保护群众财产 600 余万元，救助服务群众 215 人

次。主动对接关联省公安厅 56 个便民服务小程序，网上办

理各类业务 2 万余人次。

夯实共建共治新基础

“坚持前移防线、前端管理、前瞻治理，通过警力下沉、扎

根社区（村社），实现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事直办。”嘉峪关

公安全面实施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推

动派出所工作重心回归到“基础、管理、防范、服务”上。

“社区民辅警 80%的时间下沉社区开展工作，综合指

挥室每日随机抽查民辅警执法仪情况和位置。”嘉峪关市公

安局明珠路派出所教导员周志华说，就地着装巡逻、就地接

处警已经成为派出所民辅警沉下去、接地气的工作方式。

“街面见警车、见民警、见警灯，这样的‘三见警’巡逻模

式，让老百姓感觉很安心；民警的热情服务，让大家舒心满

意。”嘉峪关市建林社区朱静登老人的一番话，道出了嘉峪

关公安不断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成效。

嘉峪关公安部门把加强公安机关基础业务工作与创新

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推进警务网格与综治网格双网融合，综治力量由“被

动参治”转变为“一体联治”，实现了基础牢、治安好、人民满意的工作目标。

构筑安防服务新模式

“在家就能办理身份证，真是太方便了。”近日，见到上门送身份证的民

警，76 岁的文殊镇村民王珍喜笑颜开。

王珍因年纪大、行动不便无法前往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社区民警了解

到王珍的情况后，为老人提供了信息采集、办证、送证一整套服务。

走家入户听民声、访情察诉解民忧、开门评警问民意。“我们通过开展走

访评议，真正了解掌握群众的急事难事，把群众诉求强烈的每一件事抓实办

好，让群众实实在在获益。”嘉峪关市公安局峪泉派出所教导员沈志明说。

嘉峪关公安部门发动群众力量，开展邻里守望互助、居民自防等多种形

式的群防群治工作，对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留守老人等群众采取户籍证件

上门服务、巡回服务和代缴代办等服务。同时，组织治安巡警、楼院看护人

员、城管执法人员、社会管理志愿者等通过走访巡查，倾听居民诉求和意见，

排查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形成基层安全防范体系“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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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万物勃发。驱

车行驶在武威乡村公路上，道路两旁的

村庄、农田和远处的祁连山相互映衬，一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沿着平整宽阔的

公路徐徐展开。

近年来，武威市不断优化农村公路

路 网 结 构 ，全 力 推 进“ 四 好 农 村 路 ”建

设。如今，农村公路已经成为群众家门

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

“交通线”变成“风景线”

“ 以 前 ，这 条 路 坑 洼 不 平 ，晴 天 车

辆 碾 过 尘 土 飞 扬 ，雨 天 泥 水 四 溅 。 自

从 2023 年 7 月 公 路 维 修 改 造 后 ，路 面

宽 阔 又 整 洁 ，与 公 路 两 旁 的 树 木 和 田

园 ，形 成 了 一 道 很 美 的 风 景 。”凉 州 区

金 河 镇 王 景 寨 村 11 组 的 李 福 良 老 人

感慨道。

李 福 良 所 说 的 这 条 沥 青 混 凝 土 公

路 是 连 接 凉 州 区 东 河 和 黄 羊 农 场 十 二

连的三级公路，全长 20 公里，路面标线

清晰，标识标牌完整，养护管理规范及

时，这是近年来凉州区农村公路不断变

化的缩影。

县道贯穿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道

持续延伸……农村公路修到了群众家门

口，通进了村民的心坎里。

走进古浪县黄羊川镇石门山村，就会

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一条蜿蜒盘旋的县

道公路向连绵起伏的青山间延伸……这

条 141 县道经常出现在网红博主们的视

频中，让人心驰神往。

修好一条路，造福一方人。每年夏

天，古浪县民权镇峡口村村民王显堂就

会迎来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做蔬菜和肉

羊运输生意的他，有时一天要在这条公

路上跑两三趟。

“在我眼里，这是最美的农村公路。”

王显堂告诉记者，这条县道全长 70 多公

里，连接着古浪县干城和十八里堡，以前

因年久失修，路面翻浆严重，群众出行受

影响。自从 2023 年道路维修改造后，道

路沿途青山环绕，村庄相伴，还有壮观的

曹家湖水库，分外好看。

全力建设“四好农村路”

摊铺机将漆黑发亮的沥青混合料均

匀铺开，两台压路机对路面进行反复碾

压，工人们挥动铁锹将多出的沥青快速铺

平……6月 23日上午，凉州区金塔镇青铜

村三级公路铺路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沥青一定要摊平、压实。”

“小心，压路机顶部上方有电线。”

……

作 为 施 工 现 场 的 指 挥 员 ，武 威 市

路 通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负 责 人 何

福 国 不 停 地 提 醒 施 工 人 员 安 全 、规 范

施工。

何福国告诉记者，凉州区金塔镇乡

镇通三级公路建设项目连接 312 国道和

308 省道，道路全长 6.3 公里。自从今年

3 月开工建设以来，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全体施工人员抢抓工

期，加快施工进度。目前，项目已进入沥

青摊铺阶段，力争 6 月底建成。

记者采访时看到，武威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操作钻孔机，对新

修公路进行钻芯取样检测，他们仔细观

察芯样结构层密实度，检测水泥混凝土

抗折强度、厚度和密实度，并记录检测数

据。同时，另一组人员利用工程检测尺，

对路面进行平整度检测。

“我们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对新修路

面进行现场检测，用检测数据为项目验

收提供可靠依据，切实把好农村公路工

程质量关。”现场检测人员说。

一条条平坦、整洁的公路，不仅是关

乎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更是关乎

村民幸福生活的民生工程。

“农村公路项目的实施让越来越多

的群众进出有好路、产业有出路、致富有

门路。”凉州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苏银堂

介绍，2024 年，凉州区持续加大实施自

然村组通硬化路、乡镇通三级公路等工

程，计划总投资 1.6 亿元。目前，已实施

三级公路完成路基路面工程 10 公里，正

在实施剩余路基路面工程，预计 6 月底

全面完工。

打通乡村振兴“快车道”

“随着道路硬化项目的实施，不仅改

变了村民出行条件，提升了人居环境质

量，还有效带动了文旅产业发展，提高了

群众收入。”凉州区清源镇副镇长吴铭说。

清源镇地处凉州区城东沙漠边缘，

境内有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沙漠公园

等 旅 游 景 区 和 甘 肃 威 龙 有 机 葡 萄 酒 庄

园、甘肃莫高国际葡萄酒庄等生态农业

基地。近年来，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

增加了这里的人气，激发了乡村旅游市

场活力，许多村民干起了农家乐，吃上了

“旅游饭”。

围绕“四好”目标，武威市持续加快

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目前，全市累计投

资 110 亿元，建成农村公路（含自然村组

路）1.75 万公里，全市 95 个乡镇和 1111

个具备条件建制村 100%通沥青水泥路，

全市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的农村公路网

络已经形成，交通基础条件显著改善，交

通面貌得到根本改变。

在建好“四好农村路”的同时，武威

市 在 管 理 上 下 功 夫 ，建 立“ 县 道 县 养 、

乡 道 乡 养 、村 道 村 养 ”的 分 级 管 养 体

系，推行农村公路路长制，不断提升通

行 保 障 能 力 。 积 极 推 进 城 乡 客 运 基 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累计开通农村客运班

线 337 条 ，全 市 95 个 乡 镇 全 部 开 通 客

运班线，1113 个建制村全部通客车，老

百 姓“ 出 门 水 泥 路 、抬 脚 上 客 车 ”的 愿

望变为现实。

今年，武威市计划新建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 500 公里、乡镇通三级公路 29

公 里 ，计 划 9 月 底 全 面 完 成 建 设 任 务 。

截至目前，乡镇通三级公路完成路基 18

公里，完成投资 2520 万元；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完成路基 189 公里，建成路面

81 公里，完成投资 5932 万元。

武威：建设“四好农村路”描绘乡村振兴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范海瑞
通讯员 冯作文

兰州石化公司乙烷制乙烯项目被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工信部列为国家乙烷

裂解制乙烯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落实

减油增化、实现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也

是中国石油“十四五”时期建成投产的第

一套大型炼化项目。

自 2021 年 8 月投料开车并生产出合

格 产 品 后 ，该 装 置 已 安 全 运 行 了 近 3

年。5 月 30 日，40 万吨/年全密度聚乙烯

装置首先停工，拉开了此次装置大检修

的帷幕。截至 6 月 20 日，已顺利完成装

置停工、置换、吹扫等阶段任务，完成检

修项目 267 项，完成总体进度的 84.4%，

进入收尾阶段。

此次大检修涉及 11 套装置，计划检

修项目达到 661 项，另有脱瓶颈改造项

目 12 项。安全是装置大检修的底线，兰

州石化本着“安全压倒一切、一切为了安

全”的理念，对照集团公司炼化装置大检

修规范操作 100 条，制定了大检修安全

管控方案，从人员入厂、作业监管等各环

节落实措施，削减安全风险。

检 修 高 峰 期 每 日 进 出 装 置 区 的 人

员达到 3000 余人，且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 的 施 工 者 甚 至 是 第 一 次 进 入 乙 烯 装

置生产区域，潜在的人身安全风险大。

公司严把人员安全入口关，制定大检修

外来人员入厂教育管控流程，运用“安

全 培 训 空 间 ”，线 上 线 下 培 训 结 合 ，对

3028 名 外 来 人 员 进 行 了 入 厂 安 全 教

育。同时，举办专项安全培训班，对参

与检修的 600 多名网格区长、属地监护

人、作业审批人、施工单位监护人进行

专项培训。兰州石化与 19 家主修单位

签订安全协议书，将安全检修责任层层

落实到人。

兰州石化乙烷制乙烯装置是中国石

油首家废水排放近零的企业。此次大检

修，兰州石化突出绿色低碳，严格遵循中

国石油《炼化企业检维修污染防控管理

规范》，加强“三废”管理，力争实现“油不

落地、气不上天、声不扰民、固废全覆盖”

目标。

兰 州 石 化 根 据 各 装 置 停 工 清 洗 状

况 ，精 准 测 算 废 水 量 ，下 达 控 制 指 标 ，

想 方 设 法 减 少 废 水 产 生 。 对 于 各 装 置

停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除臭、钝化、蒸

煮 等 化 学 废 水 ，公 司 组 织 人 力 严 密 检

测，应收尽收，分类贮存、分类处置，处

置 合 格 后 输 送 到 生 产 系 统 作 为 工 业 用

水，循环使用。

为了确保废气达标排放，公司制定

废气总体管控方案，装置停工后实施密

闭吹扫，严格执行排放指标，实现废气合

规达标排放。按照分类收集、集中暂存、

及时拉运、定点处理的原则，对检修中产

生的固废进行合规处置。对固废暂存点

采取防渗、防流失、防逸散措施；对隔油

池、污油池等设施采取沉降方式，沉降物

拉运处置，有效降低固废总量。

“智慧检修”是大检修的一大亮点。

兰州石化充分应用数智技术，建立“大检

修智慧管理平台”，将大量复杂的管理工

作进行整合，编制工作包 656 个，录入物

资信息 3420 条，生成工作包工序 1 万多

条，通过电脑和手机两个端口实现信息

共享，提升了检修效率和质量。

兰州石化精选检修队伍，严把承包

商准入关，组织人员赴兄弟单位调研、开

展行业交流，深入了解石化行业各检修

队伍的能力和业绩，邀请专业水平高、作

风硬的检修队伍参加检修，从源头为精

益检修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次大检修突出安全、绿色、精益

主题，彻底消除运行瓶颈，确保装置复

工后连续运行 5 年，实现‘五年一修’目

标，进一步提升装置运行效率，为公司

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创造良

好条件。”兰州石化公司执行董事、党委

书记徐文学说。

——兰州石化乙烷制乙烯装置大检修进入收尾阶段

精细化“体检”确保生产安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安东 通讯员 王琴

夏日，走进秦安县五营镇蔡河

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通村

街巷、青瓦红墙的农家小院、特色鲜

明的文化墙廊……处处都是和美乡

村新气象。

今年以来，蔡河村持续在村容村

貌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使力气、

在乡风文明上下功夫，不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加大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以绣花功夫绘就

了村民和美生活的幸福底色。

“在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

以拆违治乱、人居环境治理、卫生厕

所改造‘三大革命’为抓手，积极筹

措项目资金对村内基础设施等进行

全 面 整 治 ，实 现 了 硬 化 、美 化 、亮

化。”蔡河村党支部书记冯照发说。

同时，蔡河村借助距离大地湾

近的区位优势，突出文化亮点，打造

了独具蔡河特色的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

建设和美乡村，既要顾“面子”，

还要重“里子”。

“这两年，村里不光环境越来越

美了，风气也越来越好了，婚丧嫁娶

一律从简，不铺张浪费，也不互相攀

比，我们老百姓的负担一下子小了，

邻里关系也更融洽了。”村里的变

化，让村民宋有家打心眼儿里高兴。

新建文化礼堂，完善村规民约，

成立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开展

村民议事会，评选美丽庭院……随着

一项项乡风治理举措落地，文明新风

尚已然浸润到蔡河村的每一个角落。

“乐业才能安居，和美乡村还要

产业兴旺。”冯照发笑着说，村里在

原有苹果、白脆瓜、应季蔬菜、草莓

等产业的基础上，去年新建了 2 座

连体樱桃大棚，每年可为村集体带

来 10 万元以上的经营性收入。今

年计划建设的 10 座食用木耳大棚，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

不仅如此，蔡河村两委班子还积

极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和陇南“康县

模式”，利用大地湾旅游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实施了“大地之湾”田园

综合体项目，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由美

变富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我们将以‘村庄美、产业兴、治理

好、乡风和、百姓富、集体强’为建设目

标，推动人居环境和精神风貌‘双提

升’，推动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为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打好基础。”冯照发说。

秦安县蔡河村——

建 设 和 美 乡 村 擦 亮 幸 福 底 色

6 月 30 日，工人在民乐工业园区的甘肃西黎农业有限公司良种肉羊繁

殖大棚添加饲料。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晓泾

近日，在山丹县中帛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储能项目现场，工人们在安装调试储能设备。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王国静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 涵
通讯员 冉天成

近日，正值夏季苹果园管理的关键

时节，在平凉市泾川县南北二塬的苹果

园里，果农们忙着开展拉枝、套袋、叶面

喷肥等工作。

丰台镇丰台墩村的果农何小霞忙着

给果树套袋。她种植苹果已经很多年，承

包了 30亩苹果矮化园，果园的收入是她主

要的经济来源。今年，何小霞信心倍增，劲

头更足，为了让苹果质量更好，收入更高，

她利用果园管理的黄金时节，和家人一头

扎进果园中，给苹果套上“致富袋”。

“县上的科技特派员来到我的果园，

手把手指导果树拉枝、施肥、清除杂草、

套袋，现在苹果长势很好，我相信今年一

定能有个好收成。”何小霞高兴地说。

夏季是苹果树管护的关键时期。连

日来，泾川县果业局组织果业科技特派

员，深入各乡镇开展果树实用技术推广和

指导，细化技术措施，掀起了全县夏季果

园管理热潮，为苹果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苹果产量要高，夏季果树拉枝、疏

枝 ，果 实 套 袋 这 些 科 学 技 术 环 节 少 不

了。”泾川县果业局果业科技特派团团

长、高级农艺师魏海云说，“通过打开果

树光路，使果树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发

生，这样结出的苹果个头更大、着色更

好、味道更甜。”

给苹果套上“新衣服”，可以让果实

品质更好，口味更浓，可减轻病虫害侵

袭、降低农药残留，使果面色泽鲜亮，深

受消费者喜爱。

“今年果树挂果很好，果农们抢抓时

机给苹果套袋，每亩能套 1 万只以上，预

计果农们的收入很可观。”高平镇林业站

站长闫赟说。

入夏以来，泾川县紧紧围绕“扩量、

提质、创牌、增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进

科技创新助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组

织果业科技特派员以多种方式举办夏季

果园管理技术培训班，指导果农落实夏

季果园标准化管理各项措施，促进果业

增效，果农增收。截至目前，全县夏季果

树修剪 10.9 万亩，拉枝 3.8 万亩，果实套

袋 11.6 亿只，病虫害防治 17.5 万亩，施肥

16.3 万亩。

泾 川 ：科 学 夏 管 保 丰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