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穿着蓝色长袖工作服、防烫鞋，戴

着工作帽、胶皮手套，左手拿着电焊

罩，右手举着焊枪……

记者见到兰州市劳动模范、兰石

集团重装炼化公司装焊一车间自动

焊班组班组长李彦龙时，他正在车间

忙碌着。

学 习 技 能 、磨 炼 手 艺 、钻 研 技

术 ……从 2009 年来到兰石重装炼化

公司拿起焊枪至今，李彦龙坚守焊接

岗位，奉献企业发展，用实际行动诠释

着“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

选择

高温、刺眼、危

险……说起电焊这

个工种，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辛苦。

可为什么会选择焊工？

“兰石重装炼化公司的焊接技术

很强，我想掌握一技之长。”李彦龙一

语道破初衷。

兰石集团拥有炼油化工、煤化工

领域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工艺包，

填补了国内能源装备领域百余项技术

和产品空白，创造了上百项“中国第

一”和“中国之最”。这里是许多技术

工人的梦想之地。

“怕苦、怕累，莫入此门”。这是兰石

重装炼化公司老厂区门口的几个大字。

虽然老厂区已经拆除，但这几个

字却深深印刻在李彦龙的心里。

在实训组学习，连电焊最基础的

操作都不会的李彦龙，是组里的最后

一名。

“一定要学好！”22岁的李彦龙憋着

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全身心投入学习。

“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当天学

的东西在脑子里回想很多遍，甚至做

梦都是在焊接。”李彦龙说。

从最基本的起弧、收弧，到更高要

求的平、立、横，就这样，李彦龙一步一

步掌握了整套焊接工艺，从最后一名

到考核名列前茅。

学习结束后，李彦龙以优异的成

绩，被分配到兰石重装炼化公司焊接

二车间，正式成为一名焊接工人。

钻研

产品支座、密封面堆焊、筒体加接

管、不锈钢短节镍基环缝焊接……在

车间工作的第一年，李彦龙就掌握了

车间所有的手工焊工艺。 （转 2版）

李彦龙：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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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施秀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在

新时代绽放熠熠华彩；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鼎

力添彩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

来，我省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快推进

文化建设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拔节生长、开

花结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持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

好新甘肃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和有利文化条件，为文化强国建设汇聚起澎

湃激荡的“甘肃力量”。

独特厚重，文化资源锦绣铺地

文化建设，甘肃有底气。这底气，来自锦

绣铺地的厚实“文化家底”。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

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遗址被誉为

“城乡革命的前奏曲”；“人文始祖”伏羲在天

水“一画开天”，创立古老的华夏文明；秦王朝

先祖从陇南山地崛起；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

境，其主干线在甘肃东西绵延长达 1600 多公

里……早在 20 万年前，甘肃境内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先祖们在历史风雨进程中，一路为甘

肃留下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彩陶文化、黄

河文化、丝路文化等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这些文化资源繁若星辰、璀璨多彩，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

轩辕黄帝与中医鼻祖岐伯谈医论药，诞

生了华夏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周先

祖后稷、不窋、鞠陶等在这里教民稼穑，开了

先周农耕文化先河；山男民女随时漫起的悠

扬“花儿”、民间艺人赶着毛驴随时开演的皮

影戏，还有兰州太平鼓、武山旋鼓舞、文县傩

舞“池哥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和谐

共处的多民族群众在这里聚居交融，形成多

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

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经过和战斗过的最后

一个省份，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和活动范围最广的省

份之一；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

的重要地位……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先辈们在甘肃大地

留下许多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铸造了独树一帜的长征文

化、红色文化。

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美轮美奂，享誉国内外；

《读者》畅销 40 余年，陪伴几代人成长……在与时代同频共

振的步伐里，甘肃绽放精彩的现代文化。

……

扎根这一片文化沃土，陇原儿女有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惠民服务，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以文惠民如春雨，以文化人润无声。多年来，我省持续

补短板、强供给、优服务，多措并举推动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让群众文化惠民“有温度”，

为百姓幸福生活“添热度”。

今年 8 月 25 日，中国作家协会全民阅读

推广办公室授予《读者》杂志“全民阅读第一

刊”荣誉称号，以表彰《读者》杂志多年来在

推动全民阅读、弘扬优秀文化、提升国民阅

读素养方面作出的显著贡献。

《读者》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40 余年，《读者》始终如一，初心如磐，传播

优秀文化，展现中华风度。读者出版集团

扛起文化担当，充分发挥“读者”品牌优势，

一方面，走“专、精、特、融”出版道路，多出

书、出好书；一方面，深入推进实施“读者·

中国阅读行动”“点·线·端+全民阅读”等建

设书香社会的“读者方案”，助力书香社会

建设。

“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成为出游方

式；节假日期间，热门场馆一票难求；社交

媒体上，逛博物馆成为年轻人高频话题……

随着时代发展，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

2023 年 9 月 9 日，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

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正式向公

众开放；截至目前，全省博物馆纪念馆总数

达 256 个，每 9.7 万人拥有 1 座博物馆，居全

国第一；全省建成公共图书馆 104 个、文化馆

105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352 个、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71 万个……多

年来，我省不断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

建设及免费开放工作，成效喜人。

主题陈列展览、青少年特色社教研学、

夜游博物馆、全民阅读活动……全省博物馆

纪念馆图书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馆内室外

互动等多种方式，以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邀约市民游客走进各级场馆，共享文化惠民

成果。2023 年，全省公共图书馆流通人次超

1100 万，文化馆（站）文化服务惠及人次超

1400 万；今年 1-7 月，全省各级博物馆共接

待游客 2165 万人次。

文化惠民，不止于此——

今 年 1-7 月 ，我 省 先 后 举 办“ 春 绿 陇 原 ”“ 情 暖 积 石

山 ”等 系 列 文 化 和 各 级 惠 民 文 化 活 动 达 5.8 万 场 次 。 兰

州市率先实施文博场馆“周一不闭馆”措施，并着力构建

城市居民“15 分钟生活圈”；“飞阅甘肃”数字阅读平台上

线 运 行 ……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群 众 知 晓 度 、参 与 度 、满 意 度

不断提升。

今年 1-9 月，省文旅厅创新开展“诗意甘肃·丝路长风

三千里”系列文旅诗会活动，13 场次吸引现场观众人数 12

万人次，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观看诗会 1.2 亿人次。（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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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入秋以来，位于积石山县柳沟乡

的油菜田里，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农

机手驾驶着收割机来回穿梭。齿轮转

动间，一株株油菜被卷起，脱粒、粉碎、

清选、分离诸工序一气呵成，一台收割

机工作 10 分钟就能让 1 亩地的油菜

籽尽数归仓。

据 积 石 山 乡 情 农 机 合 作 社 理 事

安正海介绍，这些油菜籽壳会随粉碎

的秸秆一起还田，培肥地力，合作社

今年种植油菜 900 多亩，每亩油菜籽

产量预计 150 公斤左右，将统一榨油

并销售。

近年来，积石山县稳步扩大收籽

油菜生产，增加油料作物播种面积和

产量，让群众的“油瓶子”拎得更稳。

种植面积扩大了，如何收割又成了群

众最关心的问题，通用的油料联合收

割机对于不同地形和长势的油菜收

割效果难以控制，作业情况存在一定

差异。

“今年入秋以来雨水多，为了赶在

作物倒伏前尽快收割，我们引进了一

款由甘肃农业大学和江苏沃得农业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型链齿

式喂入油菜联合收割机。”省农科院作

物研究所油菜研究室主任董云介绍，

这款收割机搭载针对高杆春油菜和倒

伏油菜情况，研发出的新型轻量化链

齿式喂入割台和高效脱粒分离装置，

实现了油菜低损高效收获。

“过去靠一把镰刀，一天最多收一

亩五分地。现在收割机在田里转上几

圈，一亩地就收完了。”刘集乡陶家村

65 岁的马有明是种庄稼的“老把式”，

新型油菜收割机的高效便捷让他感触

良多。

据甘肃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赵

武云教授介绍，新研发的机具重点在

割台轻量化、倒伏油菜收获、高效脱粒

分离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整机作

业性能较好，适应性强，可满足甘肃不

同地区、不同品种的春油菜机械化低

损收获需求。

据悉，我省油菜种植面积约 240

多万亩，包括春油菜 80多万亩、冬油菜

160多万亩，但以前的机械化收获制约

油菜发展，研发新型机械收割油菜，将

降低损失率。今年，积石山县油菜种

植 面 积 9 万 亩 ，预 计 亩 产 达 186.7 公

斤，其中用新型机械收割的油菜面积

3.5万亩，综合总产值将达 8400万元。

新型收割机保障积石山油菜籽颗粒归仓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石丹丹
兰州新区报记者 李佳丽

秋日，兰州新区秦王川国家湿地公

园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美丽生态的背

后，是兰州新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守护

绿水青山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新区检察院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

局，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构建

符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向和生态环

境保护规律的“专业化法律监督+社会

化综合治理+恢复性司法实践+惩罚性

损害赔偿”四位一体的立体化多元化生

态检察新模式，不断探索检察公益诉讼

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实践。

深化品牌创建，培育检察新名片

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是陇中黄土

高原区罕见的内陆盐沼湿地。因地理

位置特殊，成为兰州新区地下水、雨水

和地表水汇聚地，具有维护湿地生物多

样性、防止沙漠化和改善区域内气候等

重要的生态功能。

2019 年 3 月，新区检察院在履行公

益监督职责中发现，含有大量油污的废

水被排入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导致水质

恶化并伴有异味，严重污染湿地生态环

境。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其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经排查

整治，补给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新鲜水30

万立方米，恢复湿地公园水域面积 3600

余亩。同时，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建设湿

地公园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对湿地公

园水质情况的实时监控和水质异常预

警，保护了湿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维护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结合兰州新区大开发、大建设实际，新

区检察院创建“天蓝蓝”检察公益诉讼品

牌，以品牌创建引领检察业务实践，并于

2023年获得甘肃省检察机关优秀检察文

化品牌，是引领检察业务实践的成功探索。

为更好发挥检察品牌和检察文化

的引领力与影响力，新区检察院持续深

化公益诉讼品牌创建，锚定创建全国优

秀检察文化品牌目标，在“天蓝蓝”检察

公益诉讼品牌的基础上，赋能升级为

“‘青绿山水’描绘者”检察公益诉讼品

牌，以品牌建设带动生态环境检察公益

诉讼提质增效，以品牌建设提升生态环

境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影响力。

践行绿碳司法，创新检察新机制

公 益 诉 讼 中“ 诉”是 方 式 ，不 是 目

的，最终要推动问题及时得到有效解

决，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效果。

新区检察院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司

法改革创新，积极推进建立符合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方向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

的生态检察新机制。在生态资源遭受

侵害时，充分发挥司法、执法合力，积极

引导违法主体主动修复生态环境。对

于已经发生的公益侵害问题，在提起公

益诉讼的同时，探索建立“碳汇林业（湿

地）+生态司法”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因

生态破坏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机制，成

就 了 兰 州 新 区 南 部 一 片 5000 多 亩 的

“生态公益林”。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如今，有 5000

多棵适应当地环境的沙枣、柳树等在这

里茁壮成长。

2021 年以来，新区检察院共对 89

件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发出检察建议，法

院判决支持生态修复费用、矿产资源损

失等 3.2 亿余元。

聚焦中心大局，拓宽监督新维度

近年来，新区检察院坚持以服务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为重点，

以加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为抓手，以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集中办理了一

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有社会影响力的

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转 2版）

——兰州新区公益诉讼检察新模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李文慧）近

日，由省商务厅与兰州市政府主办、兰州市商务局

和城关区政府承办的“甘肃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

动”在兰州启动。

本次活动以“品质焕新 幸福相伴”为主题，旨

在集中宣传惠企利民政策，讲解消费补贴程序，通

过现场展示展销、消费感受体验、补贴兑付直达等

方式，全力推动惠企政策户户明白、利民政策人人

知晓。

活动现场，共设立家电、家装、电动自行车、文

旅、商协会等 25 个展区和 34 个汽车展示区，以实物

展销、“甘快办”实操手册发放、背板展示、现场体

验、“主播引领”等形式，现场售新开票、预约收旧、

指导补贴申报，集中宣推政府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和企业叠加优惠措施。

即日起至 2024 年年底，省商务厅将组织动员

各类商协会、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企业、家

装家居企业等，以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为牵引，聚

焦汽车换“能”、家电换“智”、家装厨卫换“新”，通过

优惠政策、旧物评估、新品推荐等方式，进一步引领

消费品以旧换新热潮。

据悉，我省每位消费者每类家电产品可补贴 1

件，每件补贴不超过 2000 元；电动自行车每辆给予

一次性 500 元定额补贴，同一消费者仅限补贴 1 次；

家装厨卫“焕新”每类（每件）产品补贴不超过 2000

元，每套住房装修材料补贴和家具补贴分别不超过

1.2 万元。消费者可登录“甘快办”APP 或微信小程

序，进入政务服务平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专区，按提示提供相关信息即可在线申

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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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 日，游客在陇南市武都区五马“网红”童话

小镇体验彩虹滑道。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李旭春

乐 假日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享

10月 2日，游客在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欣赏胡杨美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曹红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