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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8月23日下午，“智慧甘肃”直播团队走进河南

省安阳市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甘肃文旅倾情助力安阳文旅跨省专题直播。当

天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数达到2013万人次，创“智慧

甘肃”快手号直播观看量新高，这也是“智慧甘肃”团

队代表甘肃文旅走出甘肃、打造专业文旅直播平台、

助力兄弟省份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直播。

认识“智慧甘肃”

近年来，文旅热潮持续升温。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文旅管理机构的政务新媒体也应

时而生，顺势而为，以强劲的传播力，助力文旅

产业宣传推广。

作为在全国成立较早、影响力较大的“智慧

甘肃”直播团队，是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

快手官方培育打造的专业文旅直播机构。团队

致力于通过高质量的直播，将各地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壮美的自然景观呈现给全世界观众，让

更多观众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当地的独特魅力。

“这里是大熊猫的故乡，白马人的乐园！池

歌昼是白马传统祭祀舞蹈，寓意祈福驱邪……”

记者第一次碰见“智慧甘肃”主播秦炳峰现场直

播是在今年的 2 月 28 日。当时，由甘肃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诗意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

文旅诗会系列活动首场诗会——“陇原春晓·陇

南诗会”在美丽的文县举办，戴着沙嘎帽、皮肤

黝黑的秦炳峰，来到文县白马山寨直播，直播间

瞬间吸引观众百万。

“秦炳峰从事文旅工作 30 多年，现为‘智慧

甘肃’首席主播。”“智慧甘肃”文旅直播团队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智慧甘肃”还会邀请知名

主播和当地导游通过“智慧甘肃”快手号进行现

场直播，带领观众“云游”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

民俗风情；组织传统节日庆典、非物质文化遗产

介绍等线上文化活动，通过直播间互动、评论区

答疑等形式，增进观众对当地文旅的深入了解

和浓厚兴趣，加强与观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并不

断优化直播内容，不断提升“智慧甘肃”影响力。

仅今年前 8 个月，以“诗意甘肃·丝路长风

三千里”系列活动为契机，“智慧甘肃”累计开展

文旅直播 17 场，累计观看量超 1 亿次，其中《格

桑花开·甘南诗会》观看量最高，达 1211 万次；

最高实时在线人数达 130 万；累计发布短视频

1176 条，播放量、点赞量分别达到 3.2 亿次、536

万次，其中《天水麻辣烫，甘南民族风》《甘肃文

旅喊你来吃天水麻辣烫》两条短视频播放量分

别超过 296.6 万次、1187.9 万次。

“截至 8 月 24 日，‘智慧甘肃’快手号粉丝

量达 91.8 万人。”“智慧甘肃”文旅直播团队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智慧甘肃”已与多地

文旅部门、旅游景区、文化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

关系，确保直播内容真实且富有深度；同时，不

断创新直播形式和内容，包括 VR 直播、无人机

航拍等，让观众从不同角度感受多彩文旅之美。

为何选择河南

8 月 23 日至 25 日，直播河南安阳，是“智慧

甘肃”首次走出甘肃。

为何是河南？这还得从 2 月 28 日的“诗意

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文旅诗会系列活动首场

“陇原春晓·陇南诗会”说起。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当日，虽细雨蒙蒙，在陇南文县水蒿坪

村文化广场举办的“陇原春晓·陇南诗会”却诗

词歌赋传唱，衣袂翻飞起舞，好一派诗情画意。

这边“陇南诗会”精彩上演，那边“智慧甘

肃”直播如火如荼。诗会现场一侧古色古香的

楼阁里，秦炳峰带领的“智慧甘肃”直播间里粉

丝纷纷涌入，前来助阵“陇南诗会”的河南省文

旅厅宣传推广处副处长王立国也进入直播间，

与“老秦”联动直播起来——

“河南的胡辣汤，其实与兰州的牛肉面，各

有千秋。牛肉面的辣是辣椒辣，胡辣汤的辣是

胡椒辣。”“这一次，甘肃与河南携手，开创文旅

新媒体宣传的新路径。”……你一句，我一句，从

豫甘历史到当下携手，从诗词歌赋到美食小吃，

两人侃侃而谈，吸粉无数。

此次诗会，河南省文旅厅还特别带领河南

新媒体传播矩阵和河南主流新闻媒体、网红大

V 等亿万粉丝团队来到甘肃，走进碧口，用精彩

图文、视频，带领河南广大读者和网友一起领略

大美甘肃，助力“诗意甘肃”，以锦绣文章，写就

“丝路长风三千里”。

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河南安阳既是中

华文明的根脉地、中国汉字的起源地，也是红旗

渠精神的发源地。

“‘甘’心为你，‘豫’见美好。”8 月 23 日至

25 日，甘肃文旅带着满满的诚意与热情，依托

“智慧甘肃”直播团队高质量直播，带领观众

“云”游安阳太行山大峡谷和红旗渠。同时，还

将走进读懂殷商文明的重要窗口——殷墟博物

馆，助力安阳文旅绽放新光彩。

“这是甘肃文旅回报河南文旅的首场直播。”

“智慧甘肃”直播团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后，

还将走进河南更多地方，走向全国更多地方，广

扩文旅直播“朋友圈”，将“智慧甘肃”打造成一个

集文化传播、旅游推广、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文旅直播平台，使其成为向世界展示甘肃的窗

口，成为连接观众与甘肃文化的情感纽带。

——“智慧甘肃”首次跨省河南直播观看量超2000万人次

投 桃 报 李 意 绵 长

新甘肃 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桑桃花 尚学娟

8 月的舟曲，绿意苍翠，万物竞秀。农业产

业园区布设整齐，农产品加工企业拔地而起，处

处呈现出火热的发展图景。

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

径。近年来，舟曲县强化党建引领，挖掘资源禀

赋，紧抓帮扶机遇，注重调优产业结构布局，着

力发展“1+6”特色产业，农业质量效益明显提

升，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延伸链条夯实致富基础

舟曲县依托自然资源禀赋，推行绿色建设、

绿色生产，健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优先发展从岭藏鸡、中华蜂等主导产业，同

步发展黑土猪、花椒、羊肚菌产业。

通过整合资源和资金，建成中藏药材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产业基地 27 个、示范点

149 个，构建统一种苗、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

一种养、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同时，推进中药材“百村（社）千

户万亩基地”建设，重点实施品种培育培优，目前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优质中药材生产供给基地。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建设种养基地，完善营

销体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发展电商企业、网店等

340 余家，实现线上农特产品销售额 1500 余万

元。2023 年 8 月，通过“全国药品交易会”与香

港华润堂等签订 7300 万元的药材订单。

舟曲县培育挖掘“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特”的农特产品，全县绿色食品认证数量达 12

个，4个农产品获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5个，舟曲纹党参、舟曲羌

活、舟曲从岭藏鸡、舟曲纹党蜜、博峪纹党参、坪定

百花蜜、舟曲黑土猪等农特产品享誉全国。

数字科技助力产业振兴

走进舟曲县立节镇杰迪村农业产业园，绿

油油的蔬菜生机勃勃。这得益于无土栽培及智

能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的实施。

产业园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对大

棚内果蔬进行远程监控和精准化管理，实现“种

得科学，吃得健康”，种植户收入也大幅增加。

在舟曲县云蜂蜂业有限责任公司蜜蜂养殖

基地，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摄像头、传感器等现

代化、智能化设施一应俱全，蜂农足不出户即可

了解温度、湿度、重量、进出蜂数，实现蜂群监

控、智能预警、蜂场互动等操作。

舟曲县坚持创新驱动，以“全国农业产业强

镇”立节镇杰迪村为试点，累计投入 960 万元建

成“舟曲县乡村振兴数字服务平台”，并网打造

19 个 乡 镇 数 字 乡 村 和 50 个 智 慧 农 业 服 务 平

台，建成了舟曲县食用菌分离筛选试验室、农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

同时，大力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投资 460

余万元累计建成 5G 基站 382 个，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数达 2.6 万余户，构建起“一个门户+两

个中心+N 项智慧应用”总体布局，推动乡村治

理数字化、农民生活智慧化、农业产业智能化。

文旅融合赋能产业发展

在舟曲县立节镇杰迪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区，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枝头。游客穿行其

间，体验采摘乐趣。

“我们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方式引进投资企

业，采取‘党支部+企业+集体经济+基地+农

户’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

发展。产业园在整合村内空闲土地的基础上，

集中流转农户土地，合作社和农户可以享受企

业分红。”杰迪村专职书记罗文军介绍，目前产

业园内主要种植有圣女果、蓝莓、释迦果、百香

果、葡萄等果蔬，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大川镇葡萄采摘园、巴藏镇樱桃种植基地、

峰迭镇好坪村草莓基地、城关镇庙沟村露营基

地……舟曲县各乡镇结合自然条件和特色产

业，培育旅游消费新亮点，为当地旅游业发展和

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近年来，舟曲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规划设

计拉尕山和沙滩国家森林公园，打造特色旅游

精品线路，落实相关奖补措施，探索实践农文旅

深度融合村庄经营协同发展路径。截至 7月底，

全县旅游接待 11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7%；

旅游综合收入 5.71亿元，同比增长 44.6%。

舟 曲 ：产 业 发 展 绘 新 景

本报金昌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谢晓玲）

记者近日从金昌市水务局获悉，金昌市多措并举

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及制度建设，

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以节约用水

扩大发展空间，破解缺水难题。

金昌市不断完善节水基础设施，提高节水效

率。实施金昌经开区供水管网分区计量，实行网格

化管理。启用用户报装、计量抄表、水费结算、短信

告知、账务处理等功能为一体的金昌供水用户服务

管理系统，不断推进智慧水务建设。加大供水管网

建设和维修改造力度，对供水主管阀门有序进行更

换、维修，有效降低了管网漏损。

金昌加强市政供水设施维护管理，严格落实

市政输配水管线和市区供水设施定期巡检和维修

保养制度，及时处理跑冒滴漏问题。进一步强化

供水调度工作，根据市区用水情况科学合理调配

水量和调节供水压力，减少净水厂、配水站自耗水

量，降低无效供水量。实施水表出户改造，做到城

市供水分户计量、计量出户，供水企业服务终端用

户，促进用户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加大供水稽

查力度，严查私自接水、取水，私自拆除、改装、毁

坏结算水表及擅自破坏供水管道和附属设施等违

章用水行为。

同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行业

用水定额管理，对市政供水区域内各单位用水进

行科学合理分配，对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用水

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强化绿化灌溉用水控

制，避开生活用水高峰时段。实施再生水利用有

偿使用制度，提高再生水利用效率，规上工业企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94%以上。

金昌市多举措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蔡峰 常森浩

近日，走进漳县殪虎桥镇淫羊藿种植基

地里，一簇簇淫羊藿叶绿枝茂、长势良好。淫

羊藿又叫仙灵脾，是临床常用中药，具有较高

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淫羊藿因采摘期短，采摘时需要大量的

人力，吸纳了当地不少群众务工。林下种植

淫羊藿，比驯化种植成本要低，品质更好，不

愁销路。”漳县林投公司董事长马小斌介绍。

近年来，漳县深入挖掘淫羊藿资源优势，

拓宽产业途径、延伸产业链条、建强生产基地，

累计投入资金 1240 万余元，人工驯化种植淫

羊藿 2100 亩、林下种植 8000 多亩，并建成漳

县淫羊藿产业研发推广中心。同时，加大品牌

建设，成功注册了“武仙灵”“YIZHANG”（益

漳）两个商标并申请了版权保护，研发上市淫

羊藿超细粉胶囊、保健酒等产品 2种。

漳县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围绕“林”

字做文章，积极发展林下经济，探索林菌、林

药、林菜、林果等多种林下种植发展模式，走

出了一条新型林下经济产业化发展道路，实

现了森林有增长、群众有增收。

连日来，在漳县贵清山镇葱茏的山林间，

松树菌陆续破土而出，山林间到处都是忙碌

采摘的群众。贵清山镇天然植被好，培育松

树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松树菌品质佳、色

泽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最近几天，我每天都能采到二三十斤，

按照每斤 25 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收入五六百

元。”刚卖完松树菌的村民王春梅满脸笑容。

漳县林地区域温度较低、湿度较高，特别

适合菌类植物的生长，已发现的野生羊肚菌、

山野菇等菌类作物能够与林木生长相互贴合，

极具经济效益。目前，漳县年销售各类鲜菌 50

吨、干菌 2 吨，产值达到 200 万元，林区野生菌

类作物，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渠道。

如今，各类野菜已成为漳县农家乐的招

牌名菜。“和普通种植的蔬菜相比，这些大山

里纯天然绿色食品味道更特别、口感更好，深

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漳县新寺镇青瓦寺村村

民杨兴巧是村里最早依靠旅游发展致富的村

民之一。她利用贵清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种植香椿，采摘荠菜、五爪子等野菜，每年旅

游旺季，依靠山野菜就能增收 2 万多元。

漳 县 积 极 探 索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的 路

子，立足自然禀赋，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

开发，探索出一条集资源开发和生态采摘为

一体的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路子。目前，全县

野菜年销售收入超过 300 万元。

近年来，漳县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战略，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

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累计完成面山绿化 6.5

万 亩 、通 道 绿 化 1300 公 里 ，完 成 投 资 2.7 亿

元，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18.28%，草原综合植

被覆盖率达到 78.33%。

漳 县 ：借 绿 生 金 富 农 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通讯员 盘小美 温聪聪

近日，在庆阳市西峰区彭原镇失地农民安置小

区项目施工现场，吊臂挥舞，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

着吊运材料、绑扎钢筋、浇灌混凝土……一派火热

的建设场景。

这是西峰区为加快解决征迁群众安置问题而

实施的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 14.28 亿元，今年 4

月开工建设，计划建设 23 栋安置住宅楼和附属用

房、2 幢配套服务用房和 1 幢幼儿园。

“项目建设期三年，目前已完成桩基础、垫层、

防水层等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可完成所有地下工

程。”负责此项目的西峰区惠峰晨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专员强恒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安置刘岭、鄢

旗坳 2 个村的 801 户 3192 人。

同一时间，在西峰区东街幼儿园项目施工现场，

各类工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们密切配合，有条不紊

地开展钢筋切割、顶板钢筋绑扎等作业。

西峰区东街幼儿园项目总投资 3028 万元，计

划设 12 个教学班、360 个学位，旨在进一步优化城

区教育布局。“项目于今年 3 月开工，目前综合楼

北段已封顶、南段正在进行二层主体施工。”西峰

区东街幼儿园项目工程部负责人顾万鑫介绍。

时下在西峰区，涉及 56 个小区、6713 户群众

的东大街、北大街 2 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横四路、南苑路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等项目也加速

推进。

今年以来，西峰区聚焦民生和城乡发展需求，

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1 至

7 月，全区共实施 500 万元以上社会民生项目 10

个，已完成投资 4.6 亿元。

西峰区：民生项目建设“加速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小龙

秋意渐浓丰收季，鱼鲜蟹肥好

光景。近日，记者来到永登县龙泉寺

镇，庄浪河畔，鱼塘蟹池相连成片，

河蟹、武昌鱼、虹鳟鱼、中华鲟……

各类水产喜获丰收，即将上市。

“今年河蟹个头大，8 个水塘预

计能收获 4000 斤。”兰州恒永水产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魏学恒说道。

龙泉寺镇临庄浪河，区域内泉

水资源丰富。早在几年前，魏学恒

就开始养殖鳟鱼、小龙虾等水产，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去年以来，在永

登县水产站的指导下，魏学恒开始

尝试河蟹养殖。

“养好水草才能养好蟹。”魏学

恒在水塘种下水草，于今年 4 月从

辽宁盘锦引入蟹苗。经过培育，如

今部分河蟹个头已达到 130 多克。

除了河蟹，虹鳟鱼、中华鲟、武

昌鱼等水产也供不应求。“我们的水

产，捕捞当天就能送到兰州。”魏学恒

说。

在养殖各类水产的基础上，魏学

恒的合作社发展起了集苗种繁育、养

殖、垂钓、观光于一体的综合化休闲渔

业产业，每年营业额超过100万元。

永登兴洲生态养殖家庭农场负

责人赖兴洲，今年新开挖了 3 个池塘养殖螃蟹。

“目前部分河蟹已经达标了，1 斤能卖到 60 多

元，不愁销售。”正在给客户挑选河蟹的赖兴洲

高兴地说。

赖兴洲的农场从事冷水鱼、黄河上游土著

鱼类驯养，年产虹鳟鱼、金鳟鱼、七彩鲑苗种约

50 万尾，黄河上游土著鱼苗种 20 万尾，年总收

入达到 110 万元。

渔业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致富。截至

目前，永登县全县养鱼水面约 3075 亩，养殖主

体 98 家，2023 年养殖总产量 1081 吨，总产值

达到 3250 万元。

在恒永水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在合作社

工作 4 年多的村民张玉兴正在喂鱼，“渔场里的

活轻松，一年下来就能挣 3 万多元。”

“今年新引进的辽宁盘锦冷水螃蟹，养殖

水塘面积达 500 多亩，市场前景好，能带动 10

多家养殖户以及 70 多户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永登县水产工作站站长张文江说。

近年来，永登县在虹鳟鱼养殖基础上，引进

了天津南北对虾、罗氏沼虾、武昌鱼等品种。同

时，依托永登满城、柳树虹鳟鱼养殖基地，全力

推动渔家乐文化旅游业，鼓励养殖户兴办渔家

乐，每年吸引周边县区游客 1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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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威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

记者金奉乾）今年以来，武威市大力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创业带动

就业、重点群体帮扶、职业技能提升、人

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等行动计划，不断健

全就业服务体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全市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今年

1至 8月，武威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5

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92.1%。

武威市人社部门坚持把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启动 2024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

务攻坚行动，认真抓好实名制服务，通

过“大数据＋铁脚板”，做到未就业毕业

生 100％联系、100％帮扶，确保期末

就业去向落实率 90%以上。抓好登记

失业人员再就业，按照就业意愿、培训

需求，“一人一策”建立服务清单，确保

每一名有求职意愿的登记失业者都能

够获得优质招聘服务。通过“家门口”

就业服务站和零工市场，推动就业援助

服务进乡镇、进社区，着力加大低收入

人口、大龄劳动者、特困职工、残疾人、

零就业家庭劳动力“五类”群体就业援

助力度。

同时，大力实施“武威市 2024 年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分类推进城镇失

业人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新生

代农民工等专项培训，加快培养壮大

高素质劳动者就业群体。紧盯重大产

业、前沿技术和紧缺工种，充分运用培

训补贴政策，引导职业培训更好适应

产业升级和企业岗位需要。截至目

前，全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8 万人

次，完成技能人才评价 2576 人次。

此外，武威市将“零工市场”设在务工人员密

集、灵活就业人员流动大的场所，便于企业招工和

零工人员找工作，采用全省统一标识，免费为灵活

就业人员与用工单位搭建双向对接平台，快速发

布非全日制用工、临时性和阶段性用工等零工需

求信息，为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提供“一站式”公共

就业服务。不断拓展公共就业服务供给，用好“武

威就业”抖音直播服务平台主阵地，线上线下融合

开展“10+N”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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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台县南华镇智号村阳光玫瑰葡萄绿色标准化产业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萄缀满枝头，果农们正在忙碌地采摘、分拣。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将 田睿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