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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河区融媒体中心

今年以来，兰州市七里河区发挥资源禀

赋优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

土”，狠抓项目“双进”，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

优化营商环境

“税务工作人员太给力了，在自助区手

把手地教我，手续很快就办好了。”不久前在

七里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税务业务的经

历，让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财

务人员崔思瑶仍记忆犹新。

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经营主体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

七里河区通过事项清单化管理，数据共

享，打造标准高效的政务环境，实现政务事

项“同标同源”；通过动态调整事项清单、“三

减一优”，提升事项网办率，实现事项线上线

下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为企业群众提

供高标、高效、高速的办事体验。

“窗口配合七里河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造

了企业开办服务专区和‘高效办成一件事’

专区，全力打造‘七里河事，齐力合办’的营

商环境总品牌。”七里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窗口代表李璐说道，“窗口业务骨干和小兰

帮办团队共同为企业提供帮办代办服务，让

企业能够知晓惠企政策，享受政策红利。”

七里河区针对辖区 1311 个数据共享事

项、1361 条目录，逐一编制、审核、挂接，建

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了跨部门间的

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确保各项政务服务工

作能够高效协同推进。同时，推行“集成办、

跨省办”，整合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次提

交、多次复用”，线上设专栏，线下设综窗，提

高办事效率；打破地域限制，设立通办窗口，

通过网上办、联办、代收代办等方式，提供便

捷服务。

发展特色产业

今 年 ，七 里 河 区 八 里 镇 运 用“ 电 商 +农

户”销售模式，将个大、味美、色正、汁多的

“水磨沟白凤桃”通过网络销售平台销往全

国各地，并通过举办桃园采摘节、“桃王”大

赛等活动，让“水磨沟白凤桃”知名度不断上

升。同时，尝试打造桃罐头、桃干等产品，延

伸桃产业链，提升桃附加值，推动水磨沟桃

产业走好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千亩桃园还带动了八里镇的田园经济

和文旅观光经济，一批各具特色的农家乐应

运而生。

在位于八里镇花寨子村的泉旭桃苑，林

木环绕的茅屋，暗香袭人的玫瑰园，恣意茂

盛的菜畦，挂满葫芦的篱笆墙……处处让人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游客们在这里亲近自

然，放松心情，好不惬意。

近年来，七里河区各乡镇立足资源禀赋，

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大力推广绿色无公

害蔬菜种植，扩大药材、林果等经济作物种植

规模，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

道，带动更多农民搭上增收致富“快车”。

狠抓项目双进

“项目 2 月 26 日正式开工建设，面对诸

多复杂难题，项目建设团队积极协调，不断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目前项目有序推进，距

离 实 现 年 内 建 成 通 车 的 目 标 越 来 越 近 。”

G2201 兰州南绕城黄峪镇开口子项目总工

郝显伟介绍道。

今年以来，七里河区积极推进建兰路区

域人车分离改造工程、马滩片区及彭家坪道

路新建工程项目，持续完善区域交通体系，

密织资源互通、机遇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

网。干部带头抓洽谈、抓签约、抓落地、抓储

备，先后赴上海、苏州、杭州、青岛、深圳、西

安开展招商引资，带动全区上下开展各类招

商活动，一系列好项目接连落地。

兰州海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通

信系统设备、智能配电开关控制设备、新能

源充电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目前我们的新

能源充电设备主要销售地集中在西北五省

及河北省，产品已在停车场、高速公路、高铁

站、居民小区等广泛应用，今年市场销量预

计 2000 万元。”兰州海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部经理吕志斌介绍。

今 年 ，七 里 河 区 全 力 以 赴 推 进 强 工 业

行 动 ，“ 一 企 一 策 ”服 务 39 家 规 上 企 业 和

24 家 省 级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加 快 推 进

黄 河 奇 遇 创 智 产 业 园 、黄 河 源 15 万 吨 天

然 水 生 产 改 扩 建 等 项 目 ，积 极 与 国 药 集

团 开 展 合 作 。

“ 我 们 将 持 续 聚 焦 经 济 运 行 调 度 、

企 业 培 育 、项 目 建 设 等 重 点 工 作 ，全 力 改

造 提 升 传 统 产 业 ，培 育 壮 大 新 兴 产 业 ，引

导 服 务 企 业 坚 定 不 移 走 专 业 化 、精 细 化 、

特 色 化 发 展 之 路 ，全 面 提 升 企 业 综 合 实

力 ，加 快 形 成 新 质 生 产 力 ，不 断 开 辟 新 领

域 新 赛 道 ，塑 造 新 动 能 新 优 势 ，为 兰 州 市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 七 里 河 力 量 。”

七 里 河 区 工 信 局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刘 金 凤 表 示 。

（梁倩茹）

兰州市七里河区——

厚植发展“沃土”激活发展动能

金川区融媒体中心

秋日，走进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

村，道路两旁的绿意还未尽数退去，林荫、田

野、青砖、灰瓦、白墙相映成趣，一幅和美乡村

的美丽画卷呈现在眼前。

“ 陈 家 沟 ，有 村 规 ，爱 国 爱 村 守 法 纪 ；

议 事 会 ，不 独 断 ，大 事 群 众 说 了 算 ……”在

村 里 的 文 化 墙 上 ，一 行 行 清 晰 的 村 规 民 约

映入眼帘。

“村里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倡导文明新风，

形成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尚。”陈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辉文说，陈家沟村还依

托“孝善基金”“道德银行”“巾帼家美积分超

市”“家庭文明积分”及“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道德模范”“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

婆”等评选活动，强化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

用，引导群众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持续推

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

在陈家沟村的巾帼家美积分超市，货架

上摆满了各种商品，从米面油到日用品，琳琅

满目。村民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

环境卫生整治等活动获得积分，然后用积分

兑换生活用品。

张银春是积分超市的常客。“经过 9 月份

的评比，我获得了‘美丽庭院’积分，今天用积

分兑换了一个锅。”张银春说。

近年来，金川区坚持把完善村规民约作

为 加 强 农 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的 一 项 基 础 性 工

作，采用三字语、顺口溜等通俗易懂的表述形

式，将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家风传承、基层治

理等理念融入村规民约，让文明村风、淳朴民

风转化成为一条条具体的行为规范。

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双湾镇龙寨

村打造了“农家书屋”，积极与市区包帮单位

对接，补充更新图书 300 余册，解决群众“想充

电、没电充”的困扰。组织“好媳妇先锋队”利

用闲暇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丰富

妇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阅读走进乡村，让书香浸润人心。金

川区不断强化基层文化建设，让“农家书屋”

成为群众的“精神粮仓”和增收致富的“加油

站”，不断激发乡村文化新活力。

今年以来，金川区积极学习借鉴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大力开展村庄清洁大扫除活

动，因地制宜推动以改厕、改路、改水、改房、

改电、改气、改厨、改院等为重点的“八改”工

程建设，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创建成效，村容村貌整体提升。

同 时 ，稳 步 推 进 农 村 厕 所 革 命 、垃 圾 革

命、风貌革命。以“两美三洁全域净”为标准，

聚焦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综合施策、多向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

不仅要扮靓和美乡村的“面子”，更要做

实乡村振兴的“里子”。金川区以创建城乡

融 合 发 展 样 板 区 为 目 标 ，着 力 打 造 一 体 推
进、互促共融的“四位一体”文明创建联合体
模 式 ，通 过 发 挥 区 级 文 明 单 位 、区 直 部 门
单 位、联建社区优势，实现城乡居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双提升。

金川区金川区 文明乡风扮靓和美乡村文明乡风扮靓和美乡村

甘州区融媒体中心

金 秋 十 月 ，甘 州 大 地 一 派 秋 收 的 繁 忙 景

象 。 在 张 掖 市 甘 州 区 长 安 镇 庄 墩 村“ 邻 里 小

院”，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村干部收集

着群众诉求。

“现在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说一说。

我们要让群众‘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促使

各种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庄墩村党支部书记

王飞龙说。

近年来，甘州区针对全区基层治理工作实

际，充分调动各界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着力构

建多元化立体治理格局，建成北街东湖、东街

交通巷等多个基层治理示范点，建立邹琴调解

室、“老贾说事”“六个一说事团”等 9 个标准化

矛盾调解阵地；建成甘浚、党寨、大满、乌江 4

个乡镇示范综治中心，培育长安庄墩村级管理

特色品牌。

今年 5 月，在党寨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

作站，驻站站长、甘州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干部

杨玲与党寨镇综治中心干部共同调处了一起积

怨多年的矛盾纠纷。在化解纠纷过程中，杨玲

多次深入走访了解，找到问题根源，制定调解方

案和方法。通过释法说理、劝说调解，最终双方

当事人接受调解，并达成了协议。

甘州区探索推行“1+4+6”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法，即区委政法委牵头抓总、法检公司四

长包片、每个村（社区）配备法官、检察官、警官、法律顾

问、人民调解员、心理辅导员各 1 名，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隐患治理，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如今，在全区 244 个行政村、30 个社区，群众在遇到急

难问题、棘手纠纷时，都能及时得到政法干警、司法工作者、

心理咨询师等提供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近期，在甘州区综治中心第三调解室，调解员高玉琴接

到甘州区法院案件分流工单后，经梳理案件事实、见面释法

明理、细致答疑解惑，通过诉前调解化解了部分业主长期拖

欠甘州区宁和园物业公司物业费纠纷。

“现在到综治中心反映问题，不但有调解员现场调解，

还能法院速裁，实现‘只进一扇门、诉求全解决’。”三闸镇瓦

窑村六社社长张志勇说。

近年来，甘州区通过构建多元共治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不

断壮大人民调解、多元调解资源力量，组建 23 个乡镇街道、

274个村（社区）、21个行业调解委员会；构建“法院+N”诉源

治理体系，由法院牵头，金融、工会、妇联、商会、知识产权等行

业调解组织配合，各级综治中心、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等基层

政法力量“全要素报到”，不断激发各级各部门破难题、重化解

的主动性，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成效。 （朱泽林 徐俊庭）

甘
州
区

多
元
调
解
化
纠
纷
聚
民
心

清水县融媒体中心

近日，清水县各乡镇的冬小麦

陆续出苗，放眼望去，成片的嫩绿

色麦苗苗匀根壮，长势喜人。

来 到 松 树 镇 小 麦 良 种 繁 育 示

范基地，一片片良种繁育田绿意盎

然，嫩绿色的麦苗随风摇曳。

“ 今 年 松 树 镇 共 种 植 小 麦 2.3

万亩，其中小麦良繁 1.3 万亩，打造

3 个 3000 亩示范田，目前小麦种植

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我们将

做好小麦田间管护工作，确保明年

增产增收。”松树镇镇长赵举官说。

今年，清水县围绕小麦良种繁

育和单产提升，以白驼、王河、松树

等 10 个小麦主产乡镇为重点，高标

准建设 5 万亩小麦良种繁育示范基

地 和 5 万 亩 优 质 小 麦 高 产 示 范 基

地，通过打造小麦产业集群，实现

种业振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来 到 永 清 镇 李 崖 村 韩 家 庄 子

小麦良种展示试验示范田，甘肃省农科院研究

员、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清林正在

现场指导试验品种的播种。地块确方、编号标

牌 、耙 耱 平 整 、施 肥 播 种 …… 工 作 人 员 严 谨 细

致，娴熟操作。

“ 我 们 在 泰 山 庙 塬、马 沟 村、韩 家 庄 子 等 地

都设置了试验田，种植来自省内外的试验品种，

目的是将育成的新品种和生产商大面积推广品

种进行繁殖提纯复壮，保证优良种性。”鲁清林

介绍。

围绕创建全国冬小麦制种大县目标，清水小

麦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永清镇打造 300 亩的冬小

麦品种展示示范田。同时，采取“科研院所+农

业部门+种业公司+基地”的形式，在永清镇马沟

村 和 金 集 镇 连 珠 村 建 设 1000 亩 冬 小 麦 良 繁 基

地，主要繁育兰天 37 号、兰天 47 号、兰天 48 号、

兰天 54 号等小麦良种。通过精细化管理，打造

千亩良种良法配套示范基地，以及科学的管理和

先进的栽培技术，实现小麦高产高效。

近年来，清水县持续推动撂荒地动态清零，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选用优质高产良种，强化

科技支撑，推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收割、统一收购”的“五统一”基地运营

模式，进一步加快冬小麦良种产业化经营步伐，

做大做强优质小麦良种繁育产业，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牛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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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融媒体中心

秋风起，菊飘香。

10 月 11 日，民勤县泉山镇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正式建成运营。

当天中午，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

们提供爱心午餐。清炖羊肉、凉拌粉丝、

白菜豆腐、蒜泥豆角、馒头稀饭……前来

参观体验的老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一边吃

着可口的饭菜，一边开心地拉家常，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养老服务中心是老年人的幸福家

园，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难题，还为我

们提供了娱乐、锻炼的地方，我们感到很

幸福。”今年 75 岁的合盛村村民柴兆玉告

诉记者，因为儿女常年在外打工，老伴在

城里带孙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很多时候

不想做饭，现在家门口有了“爱心食堂”，

一日三餐，按时开饭，他再也不用为做饭

而犯愁了。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为积极应对

人 口 老 龄 化 ，补 齐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短 板 ，

今 年 ，民 勤 县 泉 山 镇 聚 焦 农 村 养 老 服

务，坚持把推进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通过“统

一管理，互助服务”管理模式，围绕照料

服务、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助残助洁、政

策保障等方面，科学谋划、精心打造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便捷舒适

的家门口式养老服务，不断增进老年人

身心健康，让他们的幸福有托付、养老有

保障。

“让老人们在‘不离村、不离家、不离

亲’的情况下，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便

捷的养老服务。”泉山镇党委副书记刘晓

明表示，泉山镇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

提升管理运行水平作为保障和改善养老

服务的重要抓手，通过日间照料、医疗保

健、康复娱乐及营养配餐等服务，不断满

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化养老服

务需求，切实把幸福互助院打造成老年人

乐享晚年的“幸福家园”。 （胡蓉）

民勤 :养老不离村 幸福有托付

兰州奥体中心俯瞰图。 七里河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靖远县融媒体中心

日 前 ，靖 远 县 举 办 农 机 报 废 更 新 整 村 推 进 现 场 会 ，

通 过 宣 传 引 导 、示 范 引 领 ，调 动 全 县 农 机 合 作 社 和 群 众

报 废 老 旧 农 机 积 极 性 ，加 快 农 机 装 备 结 构 调 整 与 优 化 ，

推动农业机械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发展质量

和效益双提升。

推进会现场，工作人员对符合条件的报废农机进行查

验拍照，对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进行甄别，严

格按照机型和类别实行定额补贴标准，计算所需的补贴资

金量，并现场对报废农机拆解演示。此次推进会的举办，提

高了靖远县农机户对政策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也对进一步

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机节能减排，减少农机事故隐

患，促进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靖 远 县 持 续 加 大 耗 能 高 、污 染 重 、安 全 性 能 低 的 老

旧农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

业 机 械 的 推 广 应 用 ，优 化 农 业 机 械 装 备 结 构 ，推 进 全 县

农 业 机 械 化 转 型 升 级 和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 新 一 轮 农 机 报

废更新政策实施以来，靖远县组织实施“一镇一点、整村

推 进 ”的 农 机 报 废 更 新 工 作 模 式 ，以 年 内 全 县 老 旧 农 机

报废 400 台以上、新购置农机达到 300 台以上为目标，推

行“ 上 门 回 收 农 机 、集 中 免 费 拉 运 、现 场 办 理 手 续”的 便

民工作机制，全面完成农机报废更新工作任务。

（岳衡 杨晶晶）

靖远 加快推进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金川区双湾镇陈家沟村。 金川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