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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县融媒体中心

八月的陇西，田野里药材长势正旺，药香

扑鼻；市场上来自各地的客商讨价还价，交易

火热；工厂里机声隆隆，一箱箱中药材成品下

线入库……

近年来，陇西县依托建设国家中医药产

业发展综合试验区、打造国家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样板区和“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

会”三大国家级发展平台，借助用好大宗地产

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药食”同源和

开展中药材 GAP 监督实施示范建设等政策机

遇，推动中医药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

展 。 2023 年 ，全 县 中 医 药 全 产 业 链 总 产 值

353.5亿元。

推进产地种植标准化

趁着天气凉爽，陇西县双泉镇胡家门村

村民马尚德早早地来到自家中药材苗田里除

草 。“ 和 以 前 育 苗 相 比 较 ，种 植 技 术 更 先 进

了。”马尚德介绍，以前育苗基本上是散种，苗

子容易被晒死；现在一方面种子经过清选，出

苗率好，另一方面采用地膜种植，保墒增温，

苗子长得好。

去年，马尚德种植了 4 亩关防风，育了 7

亩药苗，卖了 14 万元。今年，种植的各类药

材长势喜人，让他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药材好，药才好。近年来，陇西县从源头

上 保 障 中 药 材 质 量 安 全 、做 强 中 药 材“ 芯

片”。依托药圃园和“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

库甘肃库”，联系省内外科技机构，开展对中

药材品种、品质、特性的研究工作，制定了黄

芪、黄芩、党参等 28 个标准化种子、种苗培育

和栽培技术操作规程，评审颁布为甘肃省中

药材地方标准。同时，建成西北首条中药材

种子标准化加工生产线，通过粗选、磁选、色

选、丸粒、包衣等加工工艺，种子发芽率提升

到 95%以上。

今年，陇西县种植中药材 53.38 万亩，标

准化种植 47.19 万亩。

推进药材加工精深化

初秋，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车间里，各类地产中药材琳琅满目，工人们有

条不紊地清洗、切片、筛选、分拣、称重、装袋、

打包……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0 年前，奇正集

团在陇西布局设立了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

公司，着力发展特色中医药产业。去年，公司

加工各类中药材 3300 余吨，实现产值 3.18 亿

元、销售收入 3.98 亿元。

为提升中药材加工水平，陇西县建立了

全国产业链条最齐全的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

园。目前，园区已入驻国药集团、广药集团、

康美药业、奇正药业等知名中医药加工企业

29 家，带动规模加工企业 52 家，生产国药准

字号产品 65 个，研发健字号、食字号保健产

品 26 个，年加工转化各类中药材 35 万吨，产

值近百亿元，实现由初级切片向饮片炮制、有

效成分提取、成药制造、保健品开发全产业链

拓展延伸，成为全国中药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全国最大的中药材加工基地。

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多元化

走进位于陇西县文峰镇的陇西药膳堂，

党参籽瓜南瓜盅、党参暖胃养颜兔、蕨麻虾仁

炒鲜奶、归参炖母鸡、精品岷归蒸羊排、肉苁

蓉烧大鲤鱼……一道道药材与食材相配而成

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陇西药膳堂是定西市首家探索传承创新

我国传统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试点工程，依

据传统中医养生理论，萃取中医药精华，结合

陇西道地药材及陇西饮食特色，开发出 12 道

中华养生肴馔。

陇西发挥资源优势，近年来大力发展以

中医药养生保健、基本医疗、健康养老、慢性

病调理等为主要业态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

系。健全完善中医机构，在西医科室设有中

医综合治疗室，提供针灸、火罐、中医康复等

多项中医药特色服务；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建有不同规模和特色的中医

馆，村卫生室基本掌握拔火罐、针灸、刮痧、中

药敷贴等常用中医药服务技术。

如今在陇西，无论是古莱坞中医药康养

一条街，还是陇西中医药传承示范中心、陇西

智慧中医堂等康养中心，特色中医药保健服

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中医中药、保健养生、药

膳食疗、文旅休闲、体育健身、现代养老“六大

健康产业品牌”。 （张爱平）

陇 西 ：药 材 飘 香 产 业 旺

嘉峪关市融媒体中心

道路旁，树木繁茂、绿叶滴翠；公园里，

市 民 跑 步 、打 太 极 ，在 朝 阳 下 呼 吸 着 清 新

空气……嘉峪关市以“精细化管理、品质化提

升”为主线，通过提升城市道路绿化、改造城

市“口袋公园”、完善公园基础设施等一系列

创新举措，努力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一路一景多姿彩 通衢大道美如画

“进入嘉酒快速通道，道路两侧绿植搭配

错落有致、生机勃勃，景色别有一番风味。”嘉

峪关市民周丽经常往来嘉峪关、酒泉两市，在

她看来，一路风景四季皆美。

嘉酒快速通道是连接嘉峪关和酒泉的重

要交通枢纽，为全面提升沿线景观品质，嘉峪

关市以梳理移植原有苗木、丰富色彩层次为

改造目标，在金港路至嘉酒交界路段保留后

排樟子松，并补充高接金叶榆、紫叶稠李等彩

叶开花乔木，在中央隔离带、北侧爬地柏等区

域，补植适量刺柏和紫叶稠李。

嘉峪关市还先后完成机场路、河口路等

9 条 市 区 主 要 道 路 的 提 升 改 造 ，建 设 色 彩

性、标识性、艺术性、功能性的道路景观，增

加彩叶植物，实现疏密有致、错落搭配。改

造 后 的 道 路 景 观 更 加 完 整 ，苗 木 品 种 更 加

丰富，绿化带更加整齐美观，绿植的观赏性

更 强 ，为 城 市 主 干 道 添 新 景 、增 新 色 ，为 城

区提“颜值”。

“我们科学规划设计，精选绿植品种，精心

搭配色彩，提升道路两侧景观的层次感和观赏

性，努力让城市有颜值，更有品质！”嘉峪关市

林草局城市园林科助理工程师张鹏介绍。

“绿色福利”触手及 优质空间惠民生

“现在的生态园环境相当好，设施到位，

我们经常来玩，心情舒畅！”谈及如今城市公

园新面貌，讨赖河生态旅游园区的常客聂万

川赞叹不已。

经过多年提升改造，讨赖河生态旅游园

区已经成为钢城最美的风景线。

嘉峪关市在打造人文景观的同时，不断

完 善 城 区 公 园 基 础 设 施 ，以 有 序 空 间 为 核

心 、以 绿 色 生 态 为 基 底 、以 功 能 需 求 为 指

引、以文化特色为目的，串联起全龄友好型

城 市 公 共 空 间 ，发 挥 绿 地 空 间 的 服 务 功 能

及生态效益。

讨赖河生态旅游园区铺设环湖道路塑胶

健身步道、西部明珠气象塔灯光亮化、东湖生

态旅游景区增设智能座椅、和平公园铺设塑

胶健身步道、森林公园等多个公园增设儿童

游乐设施及大众休闲健身设施、酒钢公园等

多个公园开辟适老健身场地……

嘉峪关市各大公园着力提升功能定位，

从过往单一生态景观，走上主题鲜明、特色凸

显、功能多样的多元化发展之路，精护细养、

创意改造，让群众切实享受到生态文明带来

的绿色福利。

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下，嘉峪关市城市面

貌日新月异，繁花似锦的公园、绿树成荫的街

道、纵横交错的生态长廊，共同构建起完整的

城市绿色网络。 （潘霞）

——嘉峪关市全面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增绿植 提“颜值”惠民生

秦安县融媒体中心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眼下正是秦安县早熟苹果成

熟的季节，在苹果园里，果农们忙着采摘，空气中弥漫着

清甜的果香。

“我种了 4 亩苹果，目前已经成熟的是‘嘎啦’和‘早

熟富士’。‘嘎啦’每亩产量 6000 斤，每斤售价 5 元左右。”

正在手持篮子采摘苹果的秦安县西川镇李堡村村民张

有生说。

西川镇位于秦安县城西部，苹果种植起步早，是秦

安苹果主产区之一，盛产“黄元帅”“世界一”“嘎啦”“富

士”等品种。所产苹果果皮薄、肉质细脆，受到广大消费

者和客商青睐。

在秦安县李堡镇果品收购点，客商正忙着选果、装

箱、打包。经过分级挑拣、套网装箱，新鲜采摘的苹果便

进入了市场。

正在收购苹果的客商杨栋说，“我们每天收购 2 万斤

左右，主要发往新疆、浙江、北京、郑州等地。”

“2023 年，西川镇苹果种植面积约 6800 亩，产量约

1.3 万吨，产值约 1.2 亿元。我们将扬长避短，探索符合

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新路子，推动苹果产业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西川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吕华君

介绍说。

近年来，秦安县以建设现代化高品质特色林果产业

强县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效益为中

心，以品牌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调整结构，扩

大规模，强化服务，突出特色，不断做强做大林果支柱产

业，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目前，全县苹果种植总面积

61.37万亩，产量 86.8万吨，产值达 55.6亿元。 （张顿栋）

秦安 苹果成为致富果

西固区融媒体中心

干净温馨的环境、营养丰富的饭菜……自去年 4月运

营以来，兰州市西固区打造的“幸福兰州·长者食堂”，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吃上了“热乎饭”，尝到了幸福好滋味。

今年以来，为实现老年人助餐服务的专业化、市场

化、规模化，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助餐服务，兰州市西固

区福利路街道福利路社区对“幸福兰州·长者食堂”进行

了全面提档升级改造。7 月，升级改造后的食堂正式营

业，为老年人带来了全新的用餐体验。

社区对食堂操作间和配餐区进行明确划分，进一步

加强了食品安全管理。同时，完善消防设施，加装了燃气

阀切断装置、独立烟感报警装置等，全面保障消防安全。

此外，食堂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将门口的两处台阶

改为无障碍坡道并加装扶手，出入口改造为无门槛通道，

食堂地面也铺设了防滑地板，切实保障老年人通行安全。

提档升级后的长者食堂不仅环境焕然一新，还增加

了配餐区、图书室和娱乐场所等。老人们用完餐后，还

可以在食堂读书、打牌，享受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家门口的食堂，明厨亮灶，菜品丰富，少油少盐，特别

适合我们的口味，吃得放心。没事的时候来这里转一转，

聊聊天，下下棋，退休生活更充实了。”家住福利路社区的

王庆海是长者食堂的常客，他对食堂的服务赞不绝口。

目前，长者食堂结合不同人群的需求，推出了堂食

就餐、规模配送、送餐入户等多种服务。同时，长者食堂

被纳入城市 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15 分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在保持老年食堂公益属性的同时，为社区居民、

周边就业人群等提供用餐便利，已经成为老年人和社区

居民的幸福驿站。 （董囿希）

西固区 精心打造“长者食堂”

康县融媒体中心

茶园郁郁葱葱，果蔬青翠欲滴，蜂箱摆放

整齐……近日走进康县两河镇中营村村民李

清泉家，房前果树错落有致，各式各样的绿植

盆栽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引人注目的，是院

落空闲处摆放的蜂箱，不时有蜜蜂飞进飞出，

让安静的农家小院变得灵动且富有诗意。

“可别小看这巴掌大的一块地，能产生不

错的经济效益。院里一共摆放了 23 个蜂箱，

每年能产 300 多斤蜂蜜，带来 1.5 万元收入。”

李清泉说，他从今年年初开始，还在房前屋后

的空闲地方种上了瓜果蔬菜，养殖了一些家

禽，搭建起了微型菌棚。

庭院里还能搭建菌棚？跟随李清泉来到

后院，一座小食用菌棚里，颜色金黄的金耳整

齐地簇生在菌棒上，像一朵朵金灿灿的花。

“这地方以前堆着废弃的砖瓦，占地方又

不好看。”李清泉说，把这里清理了之后，搭建

小菌棚，种些瓜果蔬菜，不仅满足了自家日常

生活所需，一年还有额外收入。

瓜果飘香的蔬菜园、家禽满圈的养殖场、

芳香扑鼻的小花园……在两河镇比比皆是。

各家各户高效化利用房前屋后土地，一个个

庭院变成了一处处美丽风景。

“全镇立足实际，带动群众拆除自家残垣

断壁，清理草堆、柴堆、粪堆，有效利用废弃空

间，发展庭院经济，在提升乡村颜值的同时，

也带动农户增收。”两河镇党委书记李耀文说。

今年以来，两河镇深入探索“庭院经济+人居环境提

升”发展模式，按照一个圈舍、一架菌棒、一块园地、一盒

土蜂、一片茶园“五个一”的工作思路，引导村民利用房

前屋后的“方寸地”，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业等庭院经

济，激发农村经济新活力，实现了农村增色、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在农家庭院发展特色产业不仅操作性强、效益高、

见效快，还节约了成本，保护了生态。”李耀文说。

如今，康县两河镇已形成“小菜园”“小药圃”“小菌棚”

“小果园”“小农庄”等集中发展的特色庭院产业，全镇 578

户发展庭院经济，累计收入达到 116.5万元。 （陈佳）

康
县

庭
院
经
济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陇西县双泉镇胡家门国家区域性中药材（黄芪）种子种苗标准化繁育基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崔翔龙

工人们在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分拣黄芪饮片。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崔翔龙

近 日 ，在 民 乐 县 南

古镇毛城村，农机手驾

驶收割机抢收小麦。民乐

县沿祁连山冷凉山区 26

万亩小麦迎来成熟季。

近 年 来 ，民 乐 县 把

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

食安全作为底线任务，

紧盯“农业增产、农户增

收 、产 业 培 育 、综 合 开

发”，全面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不断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新甘肃·甘肃日报

通讯员 王晓泾

民乐县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