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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何佳睿）记 者 从 近 日 省 政 府 新 闻 办

召开的“牢记嘱托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甘 肃 新 篇 ”系 列 主 题 新 闻 发 布 会 ——

金昌专 场 获 悉 ，“ 中 国 镍 都 ”金 昌 把 产

业 转 型 作 为 资 源 型 城 市 转 型 发 展 的

核 心 ，持 续 发 力 ，促 进 产 业 结 构 显 著

优化。

近年来，金昌持续做优一产、做强

二 产 、做 大 三 产 ，坚 持 工 业 强 市 、产 业

兴 市 、项 目 为 王 、双 招 双 引 不 动 摇 ，聚

力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和新

能源电池 2 个千亿产业，数字经济、化

工循环、资源综合利用、高品质菜草畜

4 个百亿产业”的“2+4”现代化产业体

系 ，40 万 吨 铜 电 解 系 统 等 一 批 重 大 项

目 相 继 建 成 投 产 ，产 业 类 项 目 投 资 占

比 达 到 80% ，镍 铜 钴 新 材 料 产 业 集 群

被 认 定 为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金 昌 成 为 西 北 最 大 的 新 能 源 电 池

及材料供应基地。

“2+4”现代化产业产值从 2021 年

的 668 亿 元 增 加 到 2023 年 的 1403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38% ，连 续 两 年 获 全 省

“ 链 长 制 ”考 核 优 秀 等 次 ，金 昌 的 产 业

结构实现了量的规模扩张和质的优化

提 升 ，转 型 跨 越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越 走

越宽广。

金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文慧）记者从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牢记嘱托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新

篇”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陇南专场

获悉，近年来陇南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势头。特别

是近三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经济总量连续突破 500 亿元、

600 亿元大关，开创了全市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据 介 绍 ，陇 南 市 围 绕 培 育 13 条 优

势 产 业 链 ，实 现 特 色 山 地 农 业 提 质 增

效、地域优势工业提级转型、文旅康养

产 业 提 档 升 级 、新 兴 数 字 产 业 提 速 崛

起。农业特色产业面积稳定在 1000 万

亩以上；近三年实施 500 万元以上重大

项 目 2102 个 、投 资 总 额 1012 亿 元 ，全

市经营主体从 2013 年的 7.1 万户扩增

到现在的 19.75 万户；国家 5A 级景区实

现 零 的 突 破 ，4A 级 景 区 达 到 19 家 、居

全省第二；建成陇南市大数据云计算中

心，“陇南乡村大数据”平台获多项国家

级表彰。

近年来，陇南市始终坚持“四个不

摘”，推动巩固拓展成果向乡村全面振兴

衔接升级，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同时，把抓产业、促就业作为助

农增收的重点。打造核桃、花椒、油橄

榄、中药材、茶叶、苹果 6 条产业链，创建

9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让群众更多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搭建劳务工作服务平

台，拓展劳务服务对象，每年输转城乡富

余劳动力稳定在 67 万人以上。

陇南市统筹推进生态修复治理、环

境污染防治、绿色产业发展，努力实现生

态“高颜值”和经济“高质量”协同并进。

“十四五”以来，累计人工造林 377 万亩、

义务植树 8300 多万株，实施绿色长廊工

程 5200 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居全省

第一。

陇南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

本报陇西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吴东泽）由团省委、团天津

市委、团山东省委、团陕西省委、

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等部门

联合举办的“甘味出陇·青春赋

能”省级专场活动日前在陇西县

“丝绸之路”中国甘肃中医药博览

园开幕。

启动仪式上，省内农产品龙

头企业分别与兄弟省份企业、跨

境贸易企业、下游供应链企业签

订《“ 甘 味 出 陇 ”购 销 合 作 协 议

书》。活动还开展了公益直播，在

直播间宣传推介甘肃特色农产品

和文旅产品，全方位展示“甘味”

产品优势，全省 14 个市（州）、兰

州新区同步开设原产地溯源直播

间，组织本地区优秀青年主播线

上直播宣传和销售特色农产品。

同时，还在天津、济南、西安、长沙

等 13 个 城 市 同 步 设 置 了 直 播

间。据统计，专场活动当天吸引了

520余万人次观看，销售额 416.74

万元，现场签约额7186.29万元。

活动期间，来自天津和山东

的青年企业家赴临夏州、甘南州

开展了为期三天的“阡陌陇上·探

源甘味”甘肃行活动，就捐资助

学、商务考察、项目对接等方面开

展工作调研，积极携手打造东西

部团组织协作升级版，推动对口

支援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据悉，团省委将持续探索助

力乡村振兴新路径，紧紧围绕我省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

业，立足农产品特色优势，凝聚培

育一批青年电商人才，持续开展系

列直播 活 动 ，大 力 推 介 优 质“ 甘

味”走出陇原大地，推动农业增效

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

团省委举办专场活动推介“甘味”农产品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走进冰沟河景区，探寻雪山草原的巍峨壮美；“打

卡”博物馆，感受厚重历史底蕴；来到非遗集市，体会匠

心与坚守……国庆假期，武威市通过升级文旅产品、丰

富旅游供给、提升服务水平等举措，不断优化旅游体验，

假日旅游经济活力十足。

国庆假期，武威市五凉文化博物馆举办的“七十五

载长歌奋进·赓续前行再奏华章”民族乐器展演活动，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纷至沓来，现场气氛活跃、掌声不

断。表演者通过器乐合奏、重奏、齐奏、独奏等多种形

式，抒发民族情感、促进民族团结、传承民族文化，表达

对祖国母亲深情的祝福，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武威

市雷台汉文化博物馆“畅享非遗成果·礼赞祖国华诞”非

遗展演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群众围观欣赏，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臧尚德表演了凉

州贤孝《小姑贤》、凉州杂调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银林表

演了《冯爷积子》、凉州民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高玉兰表

演了《十八扇子》等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

连日来，天祝冰沟河景区、武威天梯山石窟、武威沙

漠公园、苏武沙漠大景区人潮涌动，旅游热度不减。雪

山峡谷，松柏苍翠，溪流潺潺，风光旖旎，伴随着秋日凉

爽的天气，天祝冰沟河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宁夏吴忠的游客李先生一家刚到彩虹桥就被

眼前的美景吸引，“这里太美了，山顶白雪皑皑，山间是

墨绿色的松林，山下是绿毯一样的草原，真没想到武威

还有这么美的景区，我要在快手上给朋友们直播推介一

下……”李先生说。

10 月 3 日，在武威市沙漠旅游景区举行的 2024 年

山猫纵队 T3 越野车角逐赛，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

氛围，数百名赛车手驾驶越野车在沙漠赛道上疾驰，以

势不可挡的锐气挑战自我，展现出顽强的斗志和高超的

车技。武威市凉州区充分利用沙漠资源，通过举办本次

赛事，展示了越野车运动的魅力与刺激感，吸引省内外

游客热情参与，进一步提升了凉州区作为户外运动目的

地的知名度与吸引力，激发了凉州文旅新动能。来自湖

南的彭博通过参加此次活动体验了一把沙漠露营和沙

漠越野。“我是第一次来武威，这里的人文历史和地域文

化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武威的几天里，我品尝了三套车，

游览了汉唐天马城，确实不虚此行。”彭博说。

文旅市场活力十足，持续释放着消费活力。节日期间，武威消费市

场红红火火，万达广场、红星广场等重点商圈抢抓消费热潮，推出秋日

展销会、消费满额赠美食券、观影券、家电优惠券及“浪武威·品味道”美

食文化节暨非遗火戏秀等活动，进一步释放了消费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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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家镇韩陕家村村民马胡塞说，地

震时牛舍塌了，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他

新建了 155 平方米的标准化牛舍，经县畜

牧 站 验 收 合 格 ，按 照 政 策 兑 现 奖 补 5 万

元，他养了 17 头牛，种了 20 亩青贮玉米，

对养牛充满了信心。

目前，积石山县对 18 项到户种养产

业落实奖补，已验收核实 2.48 亿元，补助

到 户 2.4 亿 元 、占 96.8% ，涉 及 经 营 主 体

138 个、农户 8.9 万户。预计 9 月底完成奖

补兑现。并对受灾集中安置农户创新制

定了“一圈一棚一股一贷一岗”“五个一”

联农带农扶持政策，其中农业产业项目计

划联带集中安置搬迁户 4618 户，将增加

受灾群众收益。

加快产业升级 发展设施农业

在关家川乡的积石山县食用菌基地，

一座座钢架大棚里食用菌棒正在出菇。

工人们采摘了一筐筐新鲜的菌菇，毛茸茸

的猴头菇、胖圆饱满的赤松茸、橙黄软嫩

的滑子菇、朵朵像花的平菇……

“ 我 们 要 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殷 殷 嘱

托转化为发展好农业产业的实际行动，

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好实事。”积石山县农

业农村局局长何永明表示，积石山县计

划 3 年新建高标准现代设施农业日光温

室 500 座、钢架大棚 500 座。目前，大河

家镇韩陕家村、梅坡村，关家川乡何家村

3 个 集 中 安 置 点 的 283 座 日 光 温 室 基 本

完 工 ，已 种 植 西 葫 芦 、黄 瓜 、甜 瓜 等 110

棚，累计采收 2 万余斤。通过灾后重建中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建立联农带农新机制，村民们掌握

了新技术。

食用菌基地的临夏凌菇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带动当地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年生产食

用 菌 菌 棒 400 万 棒 ，年 产 鲜 菇 3500 吨 。

来自福建的陈成干，与当地合作负责销售

食用菌，他说：“积石山气候凉爽，病虫害

少，生产的食用菌品质好，与我们南方的

食用菌刚好打个季节差，卖出好价钱。最

近 1 斤平菇售价 5 元，猴头菇 1 斤售价 10

元，赤松茸 1 斤市场价 20 多元。”

“我们要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

新型农民。”安集镇辉光村村民多文秀说，

他在临夏州农科院高级农艺师白云飞指

导下，掌握了生产技术，承包了 1 座大棚，

1 个棚年租金 1000 元，只要管理好，平时

多操心，年收入两三万元，比种植大田作

物翻了好几倍。

秋分已过，气温渐降。在韩陕家村集

中安置点周边，一排排温室大棚鳞次栉

比，一辆辆大卡车拉运来吸光好的黑色保

温被，工人们忙着拉绳索、安挂钩，将保温

被覆盖在大棚外面。大棚里，王廷平组织

了三组村民有条不紊地播种甜椒：一组村

民驾驶小型农机旋耕松土，播撒有机肥；

一组村民铺设好滴灌带，上面铺覆好地

膜；一组村民在膜面上打孔，并将培育好

的甜椒苗子移栽进去。

“当地村民没有接触过设施农业，但

他们都会种地，培训上几次，很快变成大

棚蔬菜的熟练工。”积石山县斌峰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经理王廷平介绍，在东西部

协作支持下，济南市彬锋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在此投资建立公司，带动当地村民

增收致富。

拉孔、栽植、埋土，一株株甜椒苗俏然

挺立。村民马腊腊说：“干活很轻松，还能

照顾家人，一天收入 100 多元。这里从山

东引来的嫁接苗，长得快，11 月底甜椒就

能上市了。我家的 4 亩地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到斌峰公司，年底还能分红。”

省农业农村厅加强农业生产服务，抽

调省州县 54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建种植、

养殖、防疫 3 个混编专家组，对种植、养殖

项目实施轮流驻守、定点包抓、指导服务；

省市县 500 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科学种养、疫病防治、绿色防控、机械

作业等技术服务。

田野里，小麦、油菜等夏粮已收获，玉

米、马铃薯、大豆等秋粮郁郁葱葱，丰收在

望。今年，积石山县播种农作物 46.34 万

亩，其中粮食作物 16.35 万亩、经济作物

29.99 万亩。

守牢返贫底线 激发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激发了积

石山受灾群众投身灾后恢复生产的内生

动力，群众自发增收致富的信心倍增。

坐落在黄河沿岸的大河家镇周家村，

屋舍俨然，绿树成荫，树下散养的“溜达

鸡”咯咯地鸣叫，一方方池塘星罗棋布，池

塘上群鸭戏水，水里鱼儿游弋，一个个农

家乐开门迎客。

村民马玉梅在政府帮扶下，修葺了损

毁的房子、院墙等，重新开张“鲜鱼庄”农

家乐。“两层楼房加上院子，能摆 10 来桌、

一次接待近百名客人。自家养的鸡、鸭、

鱼和种的蔬菜，都很新鲜，很受欢迎。今

年 4 月以来，客人来得多，最多一天收入

七八千元。”马玉梅边炒菜边说，她雇了 3

名本村妇女来帮忙，每人月工资四五千

元，大家一同致富。

积石山县守牢防返贫底线，充分运用

“一键报贫”，因灾纳入监测对象 1.61 万户

7.74 万 人 ，监 测 对 象 累 计 达 到 1.86 万 户

9.01 万人。组织干部与群众“面对面”商

议制定“一户一策”，目前户均落实帮扶措

施 4.8 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加大稳岗

就 业 ，截 至 9 月 底 ，全 县 务 工 人 员 共 计

8.13 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 3.64 万人，实

现劳务收入 20.53 亿元。全县发放脱贫人

口小额信贷 1973 笔、7020.5 万元，发放富

民贷 933 户、8468.1 万元，用于农户发展

生产。

通 过 政 策 扶 持 ，稳 定 了 灾 后 农 民 收

入 ，全 面 激 励 受 灾 群 众 自 我 发 展 的 积

极 性 。

在韩陕家村，村民马瑞从网上自学了

布料花的制作方法。她家客厅的台架上，

摆满了一摞摞制作材料，还有一束束玫

瑰、郁金香、康乃馨等花朵成品，五颜六

色、色彩斑斓，煞是好看。

“平时送孩子上学后，比较闲，就从网

上学习做布料花，通过快手、抖音平台推

介销售，零花钱够了。”马瑞边说边收拾扎

捆花朵，鲜艳夺目的花朵，映红了她年轻

的脸庞，点缀了农家的居室，给他们的生

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雨后的积石山，远处碧山青翠，近处

田野葱茏。广大干部群众热火朝天地发

展农业产业，努力奔向幸福美好新生活。

田 野 升 腾 新 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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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建设了以网货供应中心辐射大

型生产企业的现代化产业园，建成了公共

服务中心、品牌服务中心、网货供应中心、

小杂粮交易中心、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农

产品上行仓储中心、羊肉加工中心等 8 大

中心，通过与政府机构、第三方电商服务

机构、金融机构、农产品检测机构等广泛

合作，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发挥电商集群

效应，全力打造集产品初加工、深加工、冷

链仓储、网货供应、质量溯源、创业孵化等

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为助推支柱产业发展，环县电商重点

销售环县羊羔肉和小杂粮，同步销售其他产

品。甘肃华牧集团的“陇上刘叔叔”品牌羊

肉在网上年销售额突破亿元，位居拼多多生

鲜羊肉销售榜第一。建成电商直播基地，成

立网红联盟，推动“直播+乡村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模式。环县洪德镇庄子峁因村播声

名鹊起，成为乡村旅游热地。环县直播电

商列入2023年全国农村直播优秀案例。

同时，环县把县、乡、村电子商务服务

站点与邮政等网点整合，通过物流仓储中

心与快递共配分拨，降低运输成本约 30%

至 50%、快递运营成本约 30%，形成了电

商、快递物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

循环，环县被列为全国农村电商与快递协

同发展示范区。

（接 1版）

“我是农村出身，深知农村学

校师资匮乏和农民对孩子教育的

渴望，更了解农村孩子的行为习

惯和学情状况。”王建萍一到学校，

就承担起毕业班语文、音乐等学科

的教学工作，同时担任班主任。

她夜以继日地钻研适合农村

状况的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

帮助困难学生，家访“问题学生”，

让这所只有 100 余名学生的乡村

学校风气大为改观，受到当地村

民的好评。

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

经验，在教育部门的支持和指导

下，王建萍成立了“甘肃省陇原名

师工作室”“金城名校长工作室”

“西固区王建萍名师工作室”。担

任校长工作期间，她仍坚持送教

下乡，多次带领工作室成员赴永

登、皋兰、临夏等地送教送培。

东乡县苏孟学校是西固区福

利路第一小学在东乡县设立的分

校，王建萍带领团队送教期间，一

直引导教师反复备课、反复试教。

“我们希望通过对口帮扶，推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因材施教

是教学中一项重要的教学原则，

针对农村学校教学薄弱环节，我

们结合实际学情，把先进的教学

方 法 和 教 改 经 验 融 入 日 常 教 学

中，让师生们‘上好每一堂课，搞

好每一项活动，落实好每一门课

程’；同时积极开展师资培训，努

力为农村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素

质教师队伍，切实提升农村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王建萍说。

从教35年来，王建萍不断努力

向研究型、专家型教师方向发展。

她主持和参与的《学校内部督

导队伍建设策略研究》等十项省级

课题通过鉴定，其中有两项课题鉴

定结果为优秀等级；在甘肃省基础

教育科研成果优秀成果评选中连

续三次获二、三等奖，八项课题获

兰州市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二等

奖；发表 50余篇论文，这些都是她

对教学和学校管理问题的思考。

王建萍担任校长后，无论在

哪一所学校，都一直关注学校文

化建设，注重学校内涵发展。

在西固一小，为了提高教师

队伍整体水平，探索践行“一二三

五”科研兴校。在福利二小，引导

教师构建“三彩高效课堂”模式，

以“成文化”引领学校快速发展。

在福利一小，构建“福韵课程”体

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作为西固区窗口学校的福利

一小连续多年获“兰州市教育质

量优秀奖”，同时获得“甘肃省快

乐校园”“甘肃省德育示范校”等

近百项集体荣誉。

“回顾我的从教之路，一直有

导师引领、伙伴相随、团队相助，

现在我退休了，全力支持、帮助青

年教师成为明天的‘名师’就是我

的使命责任和心愿。”王建萍说。

王建萍先后入选甘肃省、兰

州市两级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专家

团队，多次被聘为小学语文省市

级优质课评委、甘肃省课题评审

及鉴定专家、兰州市教学新秀总

评委等。

她先后指导和培养十余名教

师成长为金城名班主任、省市级

骨干教师。工作室成员三年来主

持和参与 32 项省市级课题研究

并通过鉴定；21 人次的论文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

为了“花的艳丽、果的丰硕”，

王建萍愿作“朴实的泥土”，默默地

为下一代师生提供养料，也用自己

的热爱和坚守催开了满庭芬芳。

王建萍：诲人不倦育桃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