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2月 24日 星期二
责编：俞岳 张虹 美编：闫丽娥

05

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舟曲舟曲

冯文霞

近年来，舟曲县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

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深耕人文沃土，全面提升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让文化传承在舟曲大

地不断迸发新活力。

舟曲县以楹联文化为抓手，持续擦亮“中

国楹联文化县”金字招牌，先后承办“一带一

路”中国楹联文化高峰论坛和全国楹联大赛，

常态化开展楹联教育普及活动。今年 9 月，舟

曲县举办“藏乡江南·诗画舟曲”新时代楹联文

化座谈会，邀请国内 40 余位专家共同探讨舟

曲楹联文化的内涵和价值，鼓励引导舟曲本土

楹联工作者扎根群众，推出更多满足人民文化

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丰富的民族服饰、精彩的民俗节日、历史悠

久的文物……走进舟曲县民俗博物馆，琳琅满目

的刺绣精品，色彩斑斓的手工锦带，栩栩如生的剪

纸作品，无不诉说着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文化。

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舟曲县持续举办“舟曲好礼”文创产品征集评

比活动，推出文创伞、书灯、礼盒杯、书签、冰箱

贴、舟曲锦带等文创产品 10 多种，内容涵盖多

地舞、博峪采花节、藏族服饰等众多舟曲当地

民俗文化，真正做到将民俗文化融入日常生

活。同时，定期举办“东山转灯”“正月十九迎

婆婆”“博峪采花节”等大型民俗文化活动，吸

引广大群众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

来，鼓励引导民间社会团体开展楹联诗词朗

诵、书画展览、传统戏曲演出、民俗文化展演等

活动，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传承弘扬发展优

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局面。

此外，舟曲县精心筹备“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文化进万家”“非遗进校园”等系列宣传展演

观光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截

至目前，全县成功申报各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

60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有多地舞和

东山转灯 2 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有巴寨朝水

节、天干吉祥节、博峪采花节、坪定跑马节、舟曲

元宵松棚楹联灯会、摆阵舞、正月十九迎婆婆、舟

曲织锦带、舟曲刺绣、舟曲藏族银饰加工技艺共

10项；州级非遗保护项目有坪关老腔、舟曲麻布

纺织技艺、舟曲民间棍术、舟曲十二相舞、舟曲藏

族药王节等48项，全县非遗传承人数达197人。

站在历史文化传承的新起点上，舟曲县将

继续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让优秀传

统文化历久弥新。

让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杨香倩

舟曲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

涵 养 区 、补 给 区 和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能区，地理位置重要、源头责任

重大。

近年来，舟曲县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 想 为 指 导 ，全 面 践 行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大 力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协 同 推 进 降 碳 、减 污 、扩

绿、增长，筑牢长江上游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安 全 屏 障 。

通 过 扎 实 开 展 山 水 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全县国

土 绿 化 面 积 达

1.82 万亩。全县

森 林 覆 盖 率 、

草 原 植 被 盖

度 分 别 达

57.94%、86%，

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99.4%。

今年 3 月 12 日

植 树 节 这 天 ，舟 曲 县

东大公路沿线植树点现

场一片忙碌，县乡机关、

群团组织干部、村组护林员

志愿者等 450 人正忙着将一棵棵

小树苗进行栽种。近年来，舟曲县

不断推动国土绿化扩容增量，全面

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严格落实

“林长制”，累计义务植树 24.76 万

株、植被恢复 1739.3 亩，封山育林

1.9 万亩、人工种草 1.5 万亩，生态

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在甘南州率

先成功创建国家“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植

物群落吸引野生羚羊、红喉雉鹑、

红腹锦鸡等国家珍稀保护动物“落

户”舟曲。截至目前，全县森林面

积达 262.13 万亩，草原面积达 82.42 万亩，林木绿

化率达 72.58%。

舟曲地处南秦岭山地，地形复杂。舟曲县根

据县情实际采取“先急后缓”和“县内避险安置”与

“向外避险搬迁”相结合的方式，减轻生态环境承

载压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

人”的问题。

在舟曲县云蜂蜂业有限责任公司蜜蜂养殖基

地，蜜蜂在“智慧蜂箱”里进进出出，蜂农依靠摄像

头、传感器等现代化、智能化设备，进行蜂群监控、

智能预警、蜂场互动等操作。

这 是 舟 曲 坚 持 发 展 绿 色 特 色 产 业 的 真 实 事

例。近年来，舟曲聚焦绿色发展，围绕“1+6”特色

产业，做强中藏药材产业、做大从岭藏鸡产业、做活

中华蜂产业、做特黑土猪产业、做优花椒产业、做精

羊肚菌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不断

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升特色产业价值链，有力

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

每年中秋时节，也是舟曲县大川镇土桥子村优

质葡萄的上市时间，挂满枝头的葡萄让该村成为游

客的打卡地，助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近年来，舟

曲县立足生态文化资源禀赋，加力推进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积极探索以狼岔坝、土桥子为试点的农

文旅深度融合村庄经营协同发展路径，催生生态与

文旅融合新业态，建设大川镇桑葚采摘园、巴藏镇

樱桃种植基地、峰迭镇草莓种植基地、西瓜种植基

地等生态产业，全面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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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学娟

近年来，舟曲县立足资源禀赋，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1+6”特色产业

发展布局和“一特三高四小”发展定

位，深入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严正文

峰迭新区全景。

舟曲美丽乡村。

羊肚菌分拣羊肚菌分拣。。

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走进舟曲县城关镇尚品农庄从岭藏鸡选

育扩繁基地，一群体态健壮的从岭藏鸡时而进

食，时而互相追逐。

“基地利用村里的林下闲置土地发展‘林

下经济’，以‘党支部+合作社+公司+村集体经

济+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助力农民增收。

目前，有 500 余户农户在基地入股，农户分红

和务工人员工资每年要发放 100 余万元。”尚

品农庄负责人尚彦平介绍。

切片、打包、装车、转运……走进位于曲告

纳镇的甘南州中藏药综合产业园，药香弥漫，

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中药饮片被源源不断地

生产出来。在产业园晾晒场上，药材堆积如

山，药农们正在分拣党参、黄芪等中药材。

为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园采取“党组织+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联合曲告纳镇

等周边乡镇的 116 个村级党支部、28 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672 户种植大户合作实施“百村千

户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共建项目，种植各类

无公害标准化中藏药材，带动近千户群众发展

中药材产业，累计发放分红资金 360 万元。

为了帮助药材种植户更好地种植，产业园

专业技术人员还指导农户种植，采取订单生产

的方式保底收购农户种植的药材。

近年来，舟曲县强化党建引领，拓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建设中藏药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加工物流园区）1 个，并建成中藏药材生产

线 3 条，可实现年加工中藏药材 2000 吨，今年

累计销售收入达 8000 万元；累计建成产业基

地、产业示范点 213 个，从岭藏鸡和黑土猪产

业选育扩繁基地 2 个。

今年，舟曲县中藏药材、从岭藏鸡、中华

蜂、黑土猪、食用菌、花椒等产业种植养殖规模

分别达 8.2 万亩、79.4 万羽、8.2 万箱、8 万头、

1030 亩、2.83 万亩；特色产业联农带农 2.7 万

户，农户增收 8150 万元，特色产业收入在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达 23.5%。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初冬时节，走进舟曲县巴藏镇上巴藏村和

后北山村 100 兆瓦集中式光伏项目施工现场，

坡地上错落有致排列着的深蓝色硅晶板在阳

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该项目总投资约 4 亿元，主要内容为建

设 110KV 升压站含容量 120MVA 主变 1 台、

变电站运行管理中心、储能电站及升压站进站

道路三部分。”光伏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舟曲县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全

力推动新兴产业、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建成“舟

曲县乡村振兴数字服务平台”，并网打造 19 个

乡镇数字乡村和 50 个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累

计建成 5G 基站 438 个，构建起“一个门户+两

个中心+N 项智慧应用”总体布局，助推乡村治

理数字化。

品牌建设稳步推进品牌建设稳步推进

在农业发展方面，舟曲县以“三品一标”认

证为抓手，持续加快实施“甘味”品牌体系建设

行动，构建了“省级‘甘味’公用品牌+县域公

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三级融合、协同发展、

互为支撑的品牌体系，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产品品牌，建立特色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营

养品质检测、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和生产技

术标准化体系。

截至目前，舟曲县已培育创建“甘味”农产

品企业商标品牌 9 家 13 个，绿色食品 13 个，入

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5 个，4 个农产品

获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如今，农业农村部“蜂产品检验检测中心”

“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北京）示范基地”落户

舟曲，全州首个通过“双认证”的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检验中心、舟曲县食用菌分离筛选试

验室、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一并建立。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一路繁花一路繁花””

在舟曲，拉尕山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赏景之

地。春夏时节山花烂漫，秋季万山红遍，冬季

山舞银蛇，是一处融藏寨、溪流、草地、森林为

一体的独特自然人文景观。

舟 曲 海 拔 较 低 ，气 候 温 和 ，旅 游 资 源 丰

富。舟曲县高标准推进《舟曲县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拉尕山、巴寨沟景

区等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11 个，文化和旅游部

“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和“聚光计划”院团

抖音直播率先落地舟曲，建成全州首家乡村美

术馆。

舟曲县还主动融入甘川陕

渝“大九寨”旅游圈，通过组

团赴兰州、成都、西安、重庆

等地开展文旅宣传推介，

举 办 文 化 旅 游 推 介 暨

招 商 引 资 大 会 ，邀 请

中央、省、州的多家

媒 体 ，从 旅 游 、文

创、特色美食等

多 个 方 面 全 面

推 介 舟 曲 ，吸 引

游客、聚集人气、拉

动消费，文化旅游品

牌 影 响 力 不 断 扩 大 。

今 年 ，舟 曲 县 旅 游 接 待

人 数 达 188.6 万 人 次 ，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9.9 亿元。

特色产业量质齐升、新兴

产业朝气蓬勃、数字经济快速

发展……如今的舟曲，一幅产业兴旺、创新开

放、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和谐幸福的乡村振兴

美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舟曲县天干吉祥节民俗活动现场舟曲县天干吉祥节民俗活动现场。。

在甘南，舟曲宛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

山绿水之间。“群众工作五个全覆盖”在舟曲

大地上结出了丰硕成果。

近年来，舟曲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以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为抓

手，深入推进“六个聚焦”，实施“六大行动”，着

力打造新时代“五个甘南”，取得了累累硕果。

“如今，我们村建起了幸福院，让我们有了

个休闲娱乐的地方。”舟曲县坪定镇骞必诺村

老人的话语中透露着满满的幸福感。

近年来，舟曲县深入学习运用新时代“枫

桥经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

步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基础。依托“8+”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全县 19 个乡镇 138

家各级入格联户单位 7412 名联户力量结对

26302 户群众，关爱服务群体 2855 人，收集社

情民意 520 条，宣传政策法规 1.98 万人次，帮

办实事 2275 件，资助资金 115.4 万余元，真正

实现群众工作全覆盖。

舟曲县持续开展“党亲·国好·法大·家乡

美”等教育实践活动 100 余场次，覆盖 500 余

名教职人员和乡镇、村组干部，有形有感有效

推动干部群众对“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

个认同”“五个维护”的思想认识入脑入心。据

统计，舟曲县 53 个单位 488 名领导干部走访

慰问 269 名教职人员，帮助解决困难 50 件，资

助资金及生活用品金额达 9 万余元。

初冬的舟曲县大峪镇老地村一片寂静，舟

曲县妇联干部逐一入户走访，每到一户都要详

细了解家庭的实际困难，并送上保暖衣物等生

活用品，推动结对关爱行动走深走实。

自结对关爱行动开展以来，舟曲县 1924

名党员干部结对 2049 名关爱对象，开展联系

交流 12889 人次，走访探视 8223 人次，落实政

策 7783 个，帮助解决困难 1135 件，帮办实事

1542 件，资助资金 43.082 万元；开展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大排查行动，落实

残疾人“两项”补贴，向 82 名困难残疾人发放

慰问金 4.6 万元、向 165 名残疾学生发放助学

金 19.75 万元。

“企业近期生产经营怎么样？”“有什么困

难和问题？”“惠及企业政策享受了吗？”这些是

舟曲县各级领导干部到企业后经常问的问题。

舟曲县督促各级干部严格执行“六必访”

制度，全县干部走访包联企业 2106 人次，掌握

了解企业实际困难 384 件，协调解决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 229 件。同时，依托“1+6”产业发展

布局，常态化构建招商引资格局，对促进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 30 家商贸企业落实

奖补资金 89 万元，为 9 家中小企业发放助企业

贷款 845 万元，投放电子消费券 1 万余张，带

动消费 300 余万元，落实企业新吸纳 27 名就

业人员社保补贴 9.72 万元。

走进舟曲县博峪镇，各类产业蓬勃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这得益于“支部联建”的落地实施。舟曲

县 167 个州县乡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对

全县 201 个农村（社区）党支部实现结对联建

全覆盖，联建双方开展座谈调研 878 次、签订

联建协议书 195 份，选派“兼职书记”184 名，选

聘“特邀委员”201 名。

同时，结合联建村（社区）培训需求举办业

务 能 力 培 训 226 次 ，安 排 21 名 大 学 生 村（社

区）干部跟岗学习，实行联建单位与联建村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捆绑责任制，联建单位帮

助 176 个村制定村级集体经济“一村一策”帮

扶提升计划，帮办实事 152 件。截至目前，全

县村级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 5846.08 万元，村

均收入达 29.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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