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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何佳睿 安 东

探寻文旅创意之路，解锁文旅流量密码。

11 月 9 日至 12 日，由省文旅厅主办的

2024 年甘肃文旅网红创意大会在天水市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名网红来到龙城

天水采风创作、激发创意，“看见”文化的魅

力，激荡出深厚的文化自信。

望见如意甘肃

天水市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在一座凹

进去的崖面上，静静屹立着一尊大佛。这是

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露天摩崖浮雕大

佛，始建于北周，雕凿在长 150余米、宽 60余

米的天然崖面上，主尊大佛通高42.3米。

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一转眼、一抬头，

崖面上的彩色浮雕大佛便填满了人的整个视

野，如此强的冲击力给来自湖南的网红嘉宾

郭素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摩崖石刻让我挺

震撼的。特别是站在下面，当阳光照过来的

时候，瞬间感觉仿佛穿越了千年。”

甘肃不只有如雷贯耳的莫高窟、麦积山

石窟，在丝绸之路甘肃段一千多公里沿线，

现保留着近百处规模不等的佛教石窟，重要

的有 40 多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位列全国第一。这些石窟如一串串

明珠，镶嵌于酷似如意的甘肃大地上。无

疑，石窟就是甘肃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这次天水之行是个引子，为我下次再

来探索甘肃埋下了很多好奇的伏线。”来自

辽宁的网红嘉宾王德新说，“下次我希望时

间再长一点，走得再细一点。”

遇见龙城天水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代诗人王昌龄吟诵汉代名将李广保家卫

国英勇气概的诗广为传唱。诗中所说的

“龙城”，正是“飞将军”李广的家乡天水。

如 果 说 ，对 于 外 省 的 网 红 嘉 宾 而 言 ，

此次天水之行是认识甘肃的一个窗口，那

么对于我省的自媒体创作者来说，这次行

程 更 像 是 一 次 天 水 深 度 游—— 不 断 探 寻

与呈现天水的深度与厚度，全景式、立体

化地认识天水。

此 次 行 程 中 ，有 位 网 红 令 人 印 象 深

刻：她一边炝着浆水，一边向网红嘉宾介

绍着浆水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她叫董娟，

也是一位植根于本土的自媒体创作者，主

要 做 天 水 及 甘 肃 美 食 方 面 的 内 容 ，有 50

多万粉丝。

“我之前一直在外地，现在回到老家做

自媒体。”为什么选择做家乡美食的内容？

董娟说，在外地工作，很想念家乡的传统美

食，回来之后深入进去，对家乡的美食从原

来单纯的喜爱变成了更深的热爱，因为我

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也看到很

多之前没有关注到的细节。

“各位网红达人如果想要长期深度合

作，欢迎联系我们！”看到全国的网红来到

省级非遗武山鸳鸯玉雕工坊，刚带着鸳鸯

玉从上海进博会回来的创始人陈佳丽十分

开心。陈佳丽热情介绍：“今年，麻辣烫带

火了天水，但天水不只有麻辣烫。此前，上

海进博会上甘肃展示了很多美食，这次玉

石亮相进博会，还收获了很多外国友人的

关注和喜爱，他们甚至都会说出《凉州词》

里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希望通过媒体，

让更多人看到更加立体的天水和甘肃。”

展现文化自信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

置是天水伏羲庙”“咱抚摸一下千年古树

啊”……活动现场，网红们手里举着拍摄设

备，边走边看边直播，时不时还让路边热情

的群众出个镜，市民们也总是热情大方地

向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们打着招呼。

“我感受到了天水人民对自己家乡的热

爱。”来自黑龙江的网红嘉宾谭庆丽说道。

此次网红创意大会的整个行程中，从

第一天的开幕式到最后一站银杏叶铺满

的“ 黄 金 大 道 ”，天 水 市 民 始 终 簇 拥 在 活

动行程中。

在麦积山游客服务中心做绿化工作的

尤会玲吃完晚饭，就匆匆赶来观看大会开

幕式。之前，她在外地工作，近两年回到了

家乡。她说：“这一年来，在快手上刷到越

来越多讲天水、讲甘肃的视频。看到有这

么多人来到天水、喜欢天水、称赞天水，我

时常会想，我的家乡是真的很好。”

在“黄金大道”上，天水市民田园站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一边挥舞着国旗，一边跟

随网红达人唱着《歌唱祖国》，“近些年，我见

证了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作为天水本地

人，我非常自豪，也愈发热爱我的家乡。”

一 年 好 景 君 须 记 ，最 是 橙 黄 橘 绿 时。

当一个个活跃在各大平台上的自媒体创作

者将目光投向天水、投向甘肃，也就将文化

自信的力量透过一块块小小的屏幕传递给

更多观众。

“外省人看甘肃和本地人看甘肃有不同

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热

爱，本地人看的是家乡的热爱，外地人看的

是新鲜的喜爱。但从更大的维度上来讲，这

都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热爱。”谭庆丽说。

—2024年甘肃文旅网红创意大会见闻

“ 看 见 ”文 化 的 魅 力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近日，第 37 头种用甘南牦牛小

牛犊在科研人员的密切关注下，“哞哞”

欢叫着冲向场舍。至此，经提纯复壮的

甘南牦牛遗传材料采集工作完成，标志

着全国 159 个保护品种的最后一个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中的遗传材料

顺利入库，也标志着国家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 了 解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农

业 部 第 2061 号 公 告 ，全 国 共 有 159 个

保护品种，其中甘肃列入八眉猪、藏猪

（合 作 猪）、兰 州 大 尾 羊 、岷 县 黑 裘 皮

羊、天祝白牦牛、甘南牦牛、岔口驿马、

静 原 鸡 8 个 品 种 ，甘 南 牦 牛 作 为 其 中

之 一 于 2014 年 列 入 国 家 级 畜 禽 遗 传

资源保护名录。

第三批甘南牦牛采样工作由全国畜

牧总站畜禽种质资源保存中心牵头，甘

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

总站、甘南州畜牧工作站、夏河县畜牧工

作站、甘肃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参与其中。甘南州在 2021 年建设了国

家级甘南牦牛保种场，重点开展甘南牦

牛品种选育、提纯复壮工作，为周边群众

和养殖场提供了优秀种用甘南牦牛，有

效提高了牧户的养殖效益。

甘南牦牛完成国家家畜基因库入列

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记者从国网武

威供电公司获悉，近日，武威境内首座 750 千伏变电站——武威

北（绿洲）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取得甘肃省能源局核准批复，标志

着该工程前期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工程按期开工建设奠定

坚实基础。

武威北（绿洲）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作为“陇电入浙”配套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新建 750 千伏变电站一座，新增 750 千伏变

电容量 4*210 万千伏安，新增 750 千伏输电线路 232.5 公里。工程

建成投运后，可满足区域新能源上网需求，为用户、新能源上网等

提供接入点，提升新能源外送能力。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网

架结构，为民勤地区 330 千伏网架优化提供重要支撑。

工程前期工作开展以来，国网武威供电公司先后多次开展实

地踏勘调研项目选址，协同相关单位对站址及线路路径涉及区域

土地性质、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文物

保护区等建设敏感区域等进行踏勘论证，认真落实建设条件。同

时，充分发挥属地职能作用，深化政企协同联动，严把时间节点，按

照可研工作进度强化前期进度管控，做好各项前期专题评估工

作。在项目可研阶段，共取得武威市、县两级发改、自然资源、林

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支持性意见及路径协议 64 份。

武威北（绿洲）750 千伏
输变电工程取得核准批复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董文龙
通讯员 卢 玉

“电子医保卡我不太会用，多

亏有药店工作人员耐心指导。”近

日，在金塔县解放路一家药店里，

市民张大爷感激地说。

张大爷获得的便利，是金塔县聚

焦群众办事体验和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医保公共服务事项下沉、构建“15

分钟医保服务圈”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金塔县全面提升医保公

共服务水平，建设功能设施齐全、覆

盖人群较广、业务延伸至村（社区）的

服务站点，聚力把“15分钟医保服务

圈”打造成群众幸福“生活服务圈”。

金 塔 县 将 城 乡 居 民 参 保 信 息

变 更 登 记 、异 地 安 置 退 休 人 员 备

案 、住 院 费 用 报 销 等 事 项 下 沉 乡

镇、城市社区管委会医保服务站、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站办理，通

过“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确保“服

务事项放得下、基层站点接得住、

群众需求办得好”。

同时，在医保便民服务点配备工

作相对稳定且熟悉业务的专职医保

经办服务人员，严格落实首问负责

制、限时办结制等工作制度，全面做

好一次告知、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

确保群众少跑腿。今年以来，各服务

站、点共受理服务事项 3.76 万件，办

结率100%，好评率100%。

“从挂号、就诊到医保结算全部

可以通过手机完成，真方便。”不久

前，市民张怀治在金塔县人民医院

体验了便捷的“掌上医院”平台服务。

金塔县人民医院把缴费窗口“搬”进手机，开

通了医保移动支付，参保群众通过手机线上平台

即可进行挂号、缴费，并可以凭借电子医保凭证

实时进行医保结算，有效缩短看病就医的时间。

金塔县还深化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等方

式手段，积极推行“互联网+”经办模式，真正

“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截至目前，在

全县 9 个乡镇和 4 个社区建成医保服务站 13

个、一级和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站 14

个，村级医保服务点 70 个，实现“15 分钟医保

便民服务圈”全覆盖，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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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王富强

近日，在灵台县邵寨镇手工面原料加工联农带

农产业园，一辆满载面粉的大货车缓缓驶出，一路开

往天津。

“在天津津南区消费帮扶行动的支持下，首批天津

订单面粉发车，实现了津甘共建、两地受益的良性互

动，打开了灵台面粉跨省直销天津的喜人局面。”看着

本地面粉远销天津，产业园负责人王官英笑着说。

邵寨镇地处灵台县“东大门”，冬小麦种植历史

悠久，是全县粮食主产区和高产区，也是灵台手工面

的发源地。

说起当地冬小麦的品质，邵寨镇副镇长李存军

打开了话匣：“邵寨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这里属黑垆

土区，土壤矿物质和有机质含量高，小麦养分积累

多，蛋白质含量高。”

在种植品种方面，邵寨镇引进陇鉴 115、117 两

个自育强筋小麦品种和陇紫麦 2 号彩色功能型小麦

品种，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配套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

术，生长的冬小麦籽粒饱满、营养丰富，磨制的面粉

安全可靠，深受消费者青睐。

为确保面粉品质，邵寨镇手工面原料加工联农

带农产业园优先使用本地产的优质冬小麦，年可吸

纳消化当地及周边农户冬小麦 1800 多吨。

“目前，园区由村集体负责生产运营，镇里安排

专班服务管理，年可生产面粉 1200 吨。”王官英说，

自 10 月运营以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

道，销量比较可观。

为 了 深 化 东 西 部 协 作 工 作 ，落 实 消 费 帮 扶 行

动，天津市津南区投资 100 万元，利用邵寨镇废弃

的闲置学校，建成了手工面原料产业园。“津南区与

镇政府签订销售协议，采取订单式销售模式，把邵

寨面粉送到更多天津市民的餐桌。”津南区帮扶干部刘丰介绍。

据了解，在津南区供销联社的大力支持下，产业园与天津市金

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独家代理销售协议，计划每年向天

津市定向销售面粉 300 吨左右，总价值 150 万元。

“这次灵台面粉直销天津，不仅促进了当地农民增收，提升了

本地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更加强了与天津的经济联系，实现了互

利共赢。”李存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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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庆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安志鹏 通讯员李亚绒）日

前，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通报确定全国实施高素质农

民培育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市 5 个、试点县 74 个，庆阳市成为甘肃

唯一入选的市州。据悉，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工作

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联合实施，计划培养 1 万人以上。

作为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市，庆阳市试点

任务 800 人，其中市本级 100 人，西峰区、庆城县、华池县、环县、合

水县每县区 140 人，实施周期为 2024 年至 2025 年，重点培育具备

较好产业发展能力的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人群。

“项目聚焦‘农业+’新产业和新业态人才需求，坚持学用结合、以

用为主、重在实效的理念，开展学用贯通试点，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

新路径，推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紧密联系、双向贯通。”庆阳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耿文科表示，庆阳市将全力以赴确保试点项目高质量、高

标准、高效率实施，努力为全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探索可复制的经验和

模式，为庆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农村人才支撑。

庆阳成为全国高素质农民
培育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市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一个承装物品的快递盒运送到买家手中后，

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吗？它是否只能在垃圾

箱里默默等待着？最终，它又会去往哪儿？

带着疑问，记者跟随兰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公司

的工作人员一起踏上了一个快递盒的“重生之旅”。

高效清运 城市更干净

“你好，这是最近攒的快递盒。”11 月 11 日 9

时，家住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福利一街盛福

小区的退休职工吴奶奶领着小孙女，抱着一摞已

经拆开压实的快递盒，递给社区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的工作人员郭祥发。

“赶上‘双十一’，最近快递盒特别多是吧？”

郭祥发接过吴奶奶手上的快递盒，进一步压实、

称重，将 27.5 元通过微信支付到吴奶奶手机里。

郭祥发已在这个回收点工作了四年，在他的

印象里，每年“双十一”是自己最忙的时候。“这些废

旧物品已经够数了，可以运往分拣中心。”他一边

说，一边将已捆扎好的快递纸盒及其他废旧物品一

一搬上清运车，运往最近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类似的事情，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随

时上演。

“现在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人少了，我家攒了好

多快递盒不知道上哪卖去。”居住在城关区团结新

村街道的居民谷女士告诉记者，随着网购越来越

发达，她和家人们经常通过网络购物，但积攒下来

的废旧快递盒却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直接扔掉

觉得怪可惜的，卖吧又找不到人。”在邻居的建议

下，谷女士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不一会儿，回收

清运员刘建业驾驶着“小蓝车”就来了。

“小蓝车”是兰州市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兰

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为方便市民而打造的上

门收取废旧品流动专用回收车。用户可通过拨

打 12345 民情通服务热线、965955 回收服务热

线，利用“易回收”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实现线上预

约、线下回收，真正实现了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处

理家中的废品、助力文明城市建设的美好愿景。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垃圾分类有一条完整

的处置链。因此，可回收物到达郭祥发和刘建

业这样的回收清运员手中，还只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中午时分，刘建业驾驶着“小蓝车”一

路朝着城西进发，他的目的地是西固区再生资

源绿色分拣中心。

变废为宝 纸盒焕新生

垃圾分类的目的，在于促进垃圾的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在位于西固区

的全省首家“绿色分拣中心”里，分拣好的快递纸盒

和其他废旧物品会经打包机压缩打包，之后进入兰

州兴盛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加工产业园和其他有

资质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最终变废为宝。

据兰州市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副经理李强介

绍，回收的快递纸盒进入分拣中心后，要从地磅

称重开始。称过重的纸盒再进入分拣车间，由工

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拣。

记者在分拣车间看到，清运员正忙着将清运

来的可回收物运输袋一件件卸下；一旁戴着口罩

的工人有条不紊地将已经堆积成山的运输袋拆

开，分门别类地进行二次分拣。

“这些快递盒送往纸场后，将会经过制浆、造

纸、切割、包装等程序，加工成瓦楞纸、箱板纸，从

而实现废纸的重生再利用。”李强说。

经过称重和登记，17 时许，被分拣好的快递

盒经过传送带被送往压缩打包机内，半个小时

后，经过减容打包的快递盒们已静静待在分拣中

心的一隅，等待着开启下一站旅程。

“我们回收分拣后的快递盒、废纸等可再生

资源将会发往我们自己的循环经济加工产业园

区，它们在那里将发挥新的价值。”西固区再生资

源回收公司经理王松林说。

精细分类 垃圾尽其用

分类回收是实现垃圾再利用的关键一步，也

是实现“双碳”目标、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重要一

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废品”，往往“藏”着很多

宝贵的可再生资源。

兰州宏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力

国告诉记者，拆开一个快递盒，取出商品后，余下

的纸箱、气泡膜、泡沫填充物、封箱胶带，甚至包

裹内的验货单、好评小卡片、未污染的纸张和使

用说明书等，都可以循环再利用。

“这些物品大部分由纸类和塑料制成，如果

全部当作垃圾处理，可能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

染。”郭力国说。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快递业务量达

到 124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2%。根据国

家有关规划，到 2025 年底，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

快递包装比例要达到 10%，这就需要政府引导、

企业支持、每一位消费者参与其中，让快递盒能

变废为宝、物尽其用。

“回收再利用 1 吨废纸，可减少砍伐 20 棵树

木。要想进一步推进快递盒的循环使用，既需要

企业的创新，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还有消费

者理念的转变，这还有好一段路要走。”李强说。

目前，兰州市内及临夏、武威、酒泉、靖远等周

边地区已建成 8 个分拣中心，1039 个形式多样的

回收网点、22个“两网融合”站点，100辆进社区收

购小蓝车，18 辆新能源流动回收车（箱货），形成

了回收网点回收、分拣中心分类、产业园加工利用

“三位一体”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和加工利用

体系。这一系列设施有效缓解了部分城市生活垃

圾的处理压力，促进了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为兰州

市及周边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供销力量。

一 个 快 递 盒 的一 个 快 递 盒 的““ 重 生 之 旅重 生 之 旅 ””

连日来，位于山丹县东乐滩的张掖 LNG 储备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加紧施工，确保项目如期完工。据悉，该项目一、

二期工程建成投运后，日处理天然气能力将达到 150万立方米，成为我省最大的天然气应急储备基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