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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融媒体中心

冬日的岷县中寨镇红崖村，冬闲人不闲。

药农们利用晴好天气，晾晒采挖的当归、黄芪、

党参等中药材。

岷县畅通中药材种植购销农民专业合作

社 理 事 长 郭 小 成 正 和 工 人 一 起 晾 晒 药 材 。

合 作社主要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年

营业额达 1000 多万元，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就

业 15 人。

“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药材，我们与农户建

立了联农带农机制，签订了收购协议。我们还

要扩大中药材加工规模，带动更多的群众增产

增收，大家富了才算富哩！”郭小成说。

“家里的药材都收拾完了，自己有手艺，到

这儿来打工还能再挣点钱！”中寨镇红崖村村

民蔺来生乐呵呵地说。

红崖村积极探索推行“党组织+企业+农

户”共富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全村种植

中药材 3200 余亩，产值 5000 万元，并通过党

支部领办、企业投资，成立中药材合作社 2 家，

吸纳本村群众 50 余人就业，带动当地群众人

均年增收 2 万元。

近年来，岷县依托中药材产业，立足全产

业链用工需求，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目标，

创新推进“岷归药工”劳务品牌建设。2024 年

7 月，“岷归药工”被定西市人社局认定为市级

劳务品牌；12 月，被省人社厅认定为“省级劳

务品牌”，并亮相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

展大会。

随着中药材晾晒进入尾声，秦许乡上阿阳

村家家户户拉开了“当归佛手片”加工的序幕，

清洗、蒸制、压制、刨皮、切片……药工们熟练

地进行着每一道工序。

“ 全 村 126 户 群 众 ，其 中 有 60 多 户 进 行

‘当归佛手片’加工销售，带动周边群众 300 余

人实现就地就近务工。”岷县秦许乡上阿阳村

党支部书记於文明告诉记者。

秦许乡依托“当归佛手片”加工传统，大力

发展“当归佛手片”庭院经济，切实将农家小院

的“手工活”培养成增加收入的“金饭碗”。如

今，该村近一半群众通过“岷归药工”培训实现

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 3 万元以上。

岷县探索“强村带动、村企携手、一工一

特”模式，在闲置房屋、资金等资源集中的村推

行“岷归药工”劳务品牌建设，通过“企业发包

至村集体，村集体转包至村民”的方式，在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为闲散劳动力找到致

富门路。

全县各乡镇创新加工产品“上门回收”机制，

通过实行“企业派单—居家制作—上门回收”一条

龙服务，进一步畅通“岷归药工”供需链。

岷县御归堂中药材有限公司是岷县较大

规模的 GMP 当归等中药饮片生产企业，产品

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

“我们现在员工大概有 300 人，人均年收

入 4 万 元 左 右 ，每 月 的 订 单 量 大 概 40 至 50

单，年销售额 2 亿元左右。”岷县御归堂中药材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伟告诉记者。

岷县聚焦农牧区劳动力、脱贫人口等群

众需求，以全县 359 个网格为抓手，创新编制

就业“户口簿”，积极衔接企业合作社，探索构

建“培训+评价+招聘+就业”闭环服务，为“岷

归药工”推荐优质劳动资源，同时还开拓县外

组织输转新渠道，稳定用工规模，打造“岷归

药工”劳务金字招牌，让“岷归药工”端稳致富

“金饭碗”。

岷县十里镇村民王银堂，参加了几期县劳

务办组织的“岷归药工”培训，掌握了一系列中

药材加工技术后到企业务工，勤劳肯干的他

如今收入增加了不少。“基本工资 5000 元，收

入 不 错 ，我 也 学 到 了 很 多 技 术 。”王 银 堂

笑 着说。

截至目前，岷县共开展“岷归药工”培训推

介活动 150 多场次、覆盖 10 万余人次，带动 18

个乡镇 200 多个村 17.36 万名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占全县劳动力的 69%，每户家庭年创

收 3 万元以上。

岷县人社局党组成员、县劳务办主任王永

贤介绍，岷县将坚持以农村脱贫劳动力为重

点，采取“现场讲授+实操演练+案例分析”的

模式，开展订单式、靶向式、嵌入式技能培训，

发展好、保护好、利用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过

硬技能特征、良好用户口碑的“岷归药工”劳务

品牌，不断提升群众就业增收能力。

（曲婷婷 贾宝明）

岷县：“岷归药工”端稳致富“金饭碗”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一排排标准化牛舍、羊舍依次排开，一

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悠闲地吃着草料，一个

个饲草包和处理后的废料包整齐码放，不远

处则是收割完青贮饲料的广袤田野……在

临 夏 县 兴 华 牧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养 殖 基 地 ，

“牛羊饲养+玉米种植+牛粪还田”循环产业

链正带动当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

临夏县兴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临

夏县尹集镇尹集村，是一家以肉牛、肉羊育

肥 ，饲 草 料 种 植 加 工 为 主 的 综 合 性 企 业 。

近年来，公司凭借临夏县畜牧业发展优势，

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收购农产品和技

术 指 导 等 方 式 带 动 周 边 农 户 增 收 。 目 前 ，

带动种植养殖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12 个、群

众 420 户。

记 者 通 过 消 毒 通 道 ，进 入 牛 羊 养 殖 区

域，8 栋双列式标准化牛舍和 2 栋羊舍被松树

环 绕 ，圈 舍 内 铺 设 了 易 于 清 洁 且 防 滑 的 材

料，工作人员正驾驶饲喂车在圈舍内投放饲

草。一旁的饲草棚里堆满了打包整齐的干

草料，饲料收割加工打包机械和废弃物处理

等相关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该养殖基

地存栏肉牛 562 头、肉羊 540 只，去年出栏肉

牛 1200 多头、肉羊 2200 多只。

公司负责人赵玺以前在外地务工，看到

临夏县出台牛羊养殖奖补政策，他返乡接手

了父亲创办的养殖场。他用当地产的青贮

玉米等当作饲料养牛，降低饲养成本；牛粪

在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作 为 有 机 肥 用 于 饲 草 种

植，提高农产品品质和效益，打造种养循环、

绿色生态农业。

“尹集镇周边有丰富的玉米秸秆，我们

流转了 1100 多亩土地种植饲用玉米，引进玉

米 秸 秆 收 割 、打 捆 、包 膜 生 产 设 备 20 多 台

（套），年收贮玉米秸秆 4000 多亩，生产优质

青贮（裹包）饲料近 1.5 万吨，在满足自身需

求外，向周边养殖场（户）和甘南等地销售优

质裹包全贮饲料 5000 多吨。”赵玺说，公司

还辐射带动周边 300 多户群众发展牛羊养

殖，逐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

营模式，带动当地农户稳定增收。

“为了减少污染，该公司引进标准化有

机 肥 加 工 设 备 ，建 设 堆 粪 棚 和 堆 粪 发 酵 车

间，用好氧堆肥技术处理废弃物，有效降解

牛粪中的有机物质，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优

质肥料，促进土壤养分循环，实现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目前，年可处理牛粪 1200 多吨，

可生产优质有机肥 8500 吨。除供应饲草种

植外，还可用于附近高原夏菜种植。”临夏县

畜牧发展中心副主任何振虎说。

种植为起点、秸秆变饲料、粪污变资源，

临夏县大力推行生态循环产业链，扶持县内

4 家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建成有机肥加工生

产线，处理本企业及周边养牛场养殖粪污，

并与高原夏菜种植企业签订有机肥购销订

单。指导中小型养殖场（合作社）建设堆粪

棚 5672 平方米、积污池 2920 立方米，全县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85.08%，有效促

成全县畜禽粪污“生态包袱”向“绿色财富”

的转变。 （赵好飞 梁永吉）

临夏县：种养循环延长“生态致富链”

天水市融媒体中心

屋外天寒地冻，屋内暖意融融。在张家川县川王

镇铁洼村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点，川王镇哈沟村

村民张义思正在给镇上的干部讲自己搬迁后的幸福

生活。挪出穷窝，告别深山，一直是张义思不敢想的

事，看着如今平坦宽阔的道路、崭新的楼房，他对今后

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这里交通比之前好多了，搬下来的好处太多了，

光是娃娃上学这一件事就特别方便。”张义思说。

张家川县川王镇铁洼村避险搬迁集中安置点占

地 90 亩，分两批搬迁 130 户，涉及哈沟、松树湾、铁洼、

海湾四村的搬迁群众。张家川县川王镇人大主席师

广文表示，“房屋为两层框架结构，户型设计为五室一

厅、两卫一厨，建筑面积 150.2 平方米，已全面完工。

搬迁的 130 户群众中已有 96 户领取了钥匙正在装修，

33 户群众已经住进了新房。”

自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开展以来，张家

川县积极开展搬迁对象调查摸底和认定工作，计划2022年

至2026年共搬迁群众1153户，目前已完成搬迁1125户，

占比达到97.6%，实现了5年任务4年完成的目标。

“张家川县 2024 年实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 590 户，安置房已全部建成并达到入住条件，其中，

统规自建房安置 505 户，建设集中安置点 13 个，分散

自建房安置 31 户，回购空置房安置 54 户。”张家川县

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中心主任王刚介绍，为了保

障搬迁群众按时入住，县政府还投入巷道硬化、通水

通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400 万元。

搬离大山只是第一步，最终还要让群众留得下、

能致富。为确保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张家川县积极培

育食品加工、特色水产、畜禽养殖、大棚蔬菜和中药材

种植等新型产业项目 20 个，解决群众就业岗位 1600

多个，有效保障了搬迁群众搬得安心、住得放心。

在张家川县中部蔬菜产业示范基地，刘堡村村民

豆换琴正在进行串收番茄的清棚工作，从刘堡镇丰银

村搬迁到刘堡村后，经过村镇干部介绍，她在园区找

了一份工作。“新房子宽敞明亮，住着很舒服。平时在

旁边园区里上班，一天可以赚 100 元，一年下来能赚 3

万元左右。”豆换琴说。

张家川县中部蔬菜产业示范基地生产经理付海兰告

诉记者：“基地自运营以来，先后带动 15家村集体经济发

展，带动农户76户400余人就业，季节性用工200多人。”

今年以来，天水市坚持把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作为保护生态安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高生产

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有力推动对象认定、房屋建设、

搬迁入住、拆旧复垦各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搬迁入住 1303 户，占 81.59%。此外，县区统

筹配套资金 5641.17万元用于安置点公路、水管网、电线

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做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可致富”。 （马仓仓 吕天军）

天水：生态避险搬迁实现“安居梦”

安宁区融媒体中心

走进兰州市安宁区第一中学北校

区，一排排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这所学校坐

落于安宁区北片区福源新城西侧，是一

所九年义务制学校，四周环绕万科城、

华远三千院、保利等居民区。

今年秋季，安宁一中北校区首次开

始招生，迎来了1300名入学新生，附近居

民们喜笑颜开，“终于可以在家门口上学

了！”此次招生一、二年级共计 26个班，全

年级招生完成后，将为福源新城片区总体

解决3240个学位。

近年来，福源新城片区入住率持续

攀升，截至目前人口规模已达 5.1 万人，

而就近入学的只有安宁一中（南校区）

一所义务教育学校。随着人口规模的

扩大，该校已超负荷运转，满足不了片

区就学需求。

为此，安宁区积极对接兰州市教育

局，将万科配建学校作为安宁区第一中

学北校区，完成教学楼、综合楼等维修

改造、校园道路铺设、教学设备购置等

工作之后，于今年秋季投入使用，不仅

有效缓解了南校区教学压力，同时优化

了福源新城西侧居民的教育资源，满足

了西片区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需求。

“孩子今年上一年级，正好赶上家

门口的学校招生，步行 5 分钟就到了，孩

子上下学安全也有保障！”家住万科城

的家长答元军笑着说道。

增 学 位 、促 合 作 、抓 项 目 ，今 年 以

来 ，兰 州 市 安 宁 区 以 强 省 会 行 动 为 抓

手，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学校新建、改扩建等

方式增加学位供给，全力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

满 足 群 众 对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的 期 盼 ，不 断 为 幸 福“ 加

码”，全区共增加 4680 个学位。

同时，安宁区大力推进校地融合发展。10 月 24

日，安宁区人民政府与西北师范大学校地共建推动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双方代表现场签署了校地融合

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举行了西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知行校区（兰州市第四十五中学）、西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培黎分校揭牌仪式，正式开启了校

地融合高质量发展“安宁路径”新篇章。

“我们将不同隶属关系的学校组成联合办学体，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校地共建探索了一条新模式，

为全区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宁

区教育局局长王克军说道。

下一步，安宁区将充分依托百年学府西北师范大学

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等方面资源

优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高区域教育教学质量，

进一步满足全区人民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杨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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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县融媒体中心

“竹板一打响连天，我们四人站台前，今

天不把别的说，党的惠民政策我宣传……”

近日，在金塔县西南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理论宣讲会。

“这样的节目，我们都乐意看，还学习了

不少知识呢。”居民王小娥说。

近年来，金塔县创新推动理论铸魂、文

化传承、移风易俗、环境整治、家风建设、文

化惠民、核心价值观培育等七大文明实践工

程深度融合，整合“五馆两中心”和各级阵地

资源，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 个、实践

所 10 个、实践站 90 个，实现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全覆盖。以“文明金塔 不老

胡杨”为品牌，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建成文明

实践基地 13 个、文明实践主题公园（广场）

29 处。

“宴席标准每桌不超过 800 元，彩礼不

超过 3 万元。县里的这个倡议真是好！”前

不久，羊井子湾乡郭正海老人在乡婚俗礼堂

为儿子举办了婚礼，细数婚礼的花费，老人

感慨地说，“现在比的是谁家办得更文明、更

节俭。”

金塔县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全县 86 个行

政村全部建立了“一约四会”（村规民约、村

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

赌会）。通过常态化组织开展“好家庭”、孝

老爱亲“好媳妇”、不要彩礼“好岳父母”等先

进典型推荐选树，以及“乡镇长说唱移风易

俗”“婆媳互夸会”等品牌活动，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巩固文明乡风成果。

同时，持续做响做靓“文明金塔 不老胡

杨”文明实践品牌，不断探索“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品牌塑造，“580 先锋在线”等文明实

践项目竞相涌现；“红书包送学”“银发宣讲”

等文明实践宣讲品牌深受好评。

——在城市社区综合事务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四微”门房连心驿站，志愿者们将

精准服务“无微不至”延伸到了居民“家门

口”。

——在金塔县百年家苑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甘肃好人”蔺世琦文明实践品牌工作

室揭牌成立。

——在“金剪刀”志愿服务队，市级非遗

传承人雷霞指导数十名残疾人制作水晶手

工花。

截至目前，金塔县组建志愿服务队 600

余支，组织开展“‘家乡美·家乡味·家乡情，文

明金塔我代言’”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引领每个人都成为美丽文明金塔代言人。

（潘薇丹）

金塔——

文明吹新风 润物细无声

今年以来，古浪县立足工业主导型发展定位，加力实施强工业行动，以绿色优先、重点突破、科技引领、量质齐升为方向，聚焦培育打造新

能源及装备制造、绿色循环化工 2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和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新材料及新型建材 2个 50亿级产业集群，通过抓项目扩总量、

建体系提质量、招大商引增量、优环境提能量，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许吉年 靳程旭

◁巨融(甘肃)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75 万 吨 年 液 化 天

然 气 及 配 套 设 施

项目。

△ 工 人 在 嘉

寓 古 浪 清 洁 能 源

产 业 基 地 光 伏 组

件生产车间忙碌。

岷县群众晾晒当归。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曲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