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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政府的就业和产业扶持，我们生

活就有了底气。”东乡县大树乡南阳洼村强

化监测帮扶，守牢防止返贫致贫底线，让群

众吃下“定心丸”。

“ 一 个 月 能 挣 3000 多 元 ，干 得 多 拿 得

多。”从田间到车间，搬迁村民东乡县那勒寺

镇三甲村村民马如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里有 6条藜麦加工生产线，加工产品

多样。”东乡县达板镇产业园，机器飞速运

转，一袋袋藜麦米经过深加工变成藜麦面

粉、藜麦牛肉面、藜麦饼干……

眼下，走进东乡县，一个个生动和美的景

象，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壮美图景。近年来，东乡

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把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做实工作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落实帮扶措施防返贫

天气寒冷，大树乡南阳洼村一社的马有

努家炉火正旺，妻子马如给把家里打扫得干

净整洁，热情地迎接客人。

今年41岁的马有努曾是贫困户，通过东乡

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搬进了新房，生活渐渐有了

起色。但好景不长，2021年，马有努被查出患有

白血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需要长期服药。

妻子成了五口之家唯一的劳动力，由于

收入减少，存在返贫风险，马有努一家被县

里纳入一类低保对象，属于脱贫不稳定户。

“身体虽然受限不能出去务工，但我对

生活的信心没有垮。有了政府的低保和帮

扶，我们的收入逐渐增加，日子也会慢慢变

好。”马有努家每个月能领到 2300 多元的低

保，妻子通过务工和种地增加收入。

大树乡南阳洼村党支部书记马福华介

绍，村里有监测户 7 户，依据监测对象基本

情况、风险类别和发展需求，为每户落实了

产业、金融、就业等帮扶措施，分类分层施

策，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为防止因病返贫致贫，今年，马有努在

甘肃银行的帮扶下，种了 4 亩金银花，明年

将迎来收获。金银花 1 亩收入 4000 元，村

里还给他妻子介绍了采摘枸杞的务工岗位，

收入稳定了，一家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前提，也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的关键。东乡县通过“一键报贫”，对存在返

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只需手机扫码申报，工

作人员经过入户核查，及时制定落实“一户

一策”帮扶措施，实现了发现一户、监测一

户、帮扶一户、动态清零一户。

南阳洼村的脱贫不稳定户马金龙，政府帮

助落实小额信贷 5万元，为他的儿子马亚西奴

提供装载机职业技能培训，他家借助奖补政

策，改造了羊圈，发展肉羊养殖增加了收入。

羊产业增加群众收入

“母羊这几天正下羊羔，已经下了 400 多

只小羊。”东乡县祥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马建英告诉记者。看着刚出生的小羊身

体状况良好，马建英脸上挂满了笑容。

走进位于大树乡布楞沟村的祥泰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场，一只只湖羊在饲养

员的精心照料下悠闲地进食。在一栋栋标

准化的羊舍里，饮水、喂料、除粪实现了自动

化，节省了人力成本。

马建英是布楞沟村人，10 年前就开始

养羊，从最早的 8 只发展到 500 多只，再到现

在 2000 多 只 ，养 羊 的 规 模 和 条 件 今 非 昔

比。马建英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这几年奖补力度大，我们抓住机遇投资建设

了这座新养殖场。”

据悉，羊棚 1 平方米补贴 180 元，漏粪板

1 平方米补贴 300 元，马建英和村里人投资

700 万元，建起新养殖场，并享受牛羊奖补

政策 200 多万元。

东乡县养羊历史久远，家家户户都有养羊

的传统。受到东乡县牛羊奖补政策的激励，越

来越多群众靠养羊发起了“羊财”。今年，东乡

县围绕打造百亿级羊产业链集群目标，以17个

羊养殖示范乡镇创建为载体，从“饲草保障、标

准化养殖、良种繁育、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品牌

打造”等方面，出台羊全产业链“1+12”全链条

奖补政策，共落实各类奖补资金1.65亿元。

东乡县与甘肃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

校地合作，组建7个技术团队，形成了“1个研究

中心 7个技术团队 23个养殖场辐射带动全县

4.2万养殖户”技术服务模式。

“技术团队从厂区建设、疫病防控、人工

授精、科学饲养等方面，为养殖场提供全流程

和点对点技术服务。”东乡县肉羊产业研究中

心干部陈达年负责对接养殖户和技术团队，

他说：“专家通过现场实践和线上指导的方

式，为养殖户解决养羊过程中的疑难杂症。”

养羊的科技含量高了，为马建英省去不

少成本，加之政府真金白银的奖励，也让他

有更足的底气。“一个人富，不算富，要带动

乡亲们共同致富。”马建英坚定地说。

打造藜麦全产业链条

走进中国石化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展厅，

藜麦饼干、藜麦片、藜麦啤酒、藜麦酸奶、藜麦

百合羹等藜麦产品琳琅满目，饼干香脆可口，

酸奶营养丰富。“像这样的藜麦高附加值产品，

我们开发了十几种。”甘肃东芗藜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马宏杰说。

穿过展厅，来到藜麦加工车间，机器轰

鸣，两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工藜麦。经

过清理、筛选、去石、润麦、分级、包装等工

序，一袋袋真空包装的藜麦原粮“诞生”。

公司占地 70.67 亩，总投资 1.35 亿元。

马宏杰介绍：“藜麦米和藜麦面粉两条生产

线已投入生产，藜麦挂面、藜麦麦片、藜麦

即食面、藜麦饼干等生产线将投入生产，对

藜麦进行深加工。”

在东乡大山深处，为何会有这样一家现

代化藜麦加工企业？

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由于

其富含蛋白质、纤维素，且热量低、零胆固

醇，被誉为“超级谷物”，有耐寒、耐旱、耐贫

瘠、耐盐碱等特性。

东乡县海拔高、气候干旱，日照长，成为

种植藜麦的“沃土”。为了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作为定点帮扶东乡县的央企——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经过深入调研，发现种植藜麦能

改善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而且比玉米、马铃

薯等传统作物收入更高。2018 年，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联合甘肃省农科院在东乡开展藜麦

栽培，当年种植成功。随后投入“真金白银”，

在东乡县设立藜麦加工企业，引导更多农户

种植藜麦，将藜麦打造成全县新兴特色产业。

“为了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购买种子、地膜等农资，免费发放

给农户，并高于市场价格收购，越来越多农

户选择种植藜麦。”马宏杰说，今年东乡县种

植藜麦 1.02 万亩，覆盖董岭、龙泉、大树等

11 个乡镇，惠及 38 个村、3500 多户农户。

同时，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发挥资金、技术、

人才等优势，因地制宜帮助东乡县打造集“育、

产、加、销、研”于一体的藜麦全产业链，以产业

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目前，甘肃东芗藜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藜麦产品，主要通过中国石

化消费帮扶和易捷渠道扩大销售。

然而，如何建立东乡藜麦的产品优势和

品牌特色，让产品走出“深闺”得到市场认

可，还面临很多挑战。

“东乡藜麦产业必须在品种选育上加大创

新力度，培育出更具适应性、更高产优质且独

一无二的藜麦品种。”作为甘肃东芗藜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东乡县东沃农牧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辉说，公司将设计、生

产出更多产品，用品质提升藜麦发展后劲，拓

宽销售渠道，让东乡藜麦走进千家万户。

—东乡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见闻

深 耕 沃 野 绘 新 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满福
冯宝强 杨唯伟

冰雪新世界，梦幻渭河源。进入冬季，渭源这

片土地在冰雪的轻抚下，宛如一幅淡雅水墨画，于

苍茫中晕染出灵动诗意与蓬勃活力。连日来，在

渭源县各部门紧锣密鼓筹备下，一场以“冰雪嘉年

华 红火渭源年”为主题的冰雪文化旅游盛会，开

启冬季旅游新篇章，助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美轮美奂的冰雪景观、趣味十足的冰雪项

目……踏入渭河源东源景区，仿若闯入一个冰

清玉洁的琉璃世界，雪道、冰挂、雪雕等打卡区

初具雏形。工作人员忙碌地平整雪道、调试设

备，为冰雪旅游全力准备。半山处，冰瀑恰似

银河倒挂，气势恢宏又不失婉约之态，在日光

的映照下，折射出五彩华光，似梦幻仙境。冰

瀑周身，冰挂百态千姿，或尖锐如狼牙，或柔顺

若丝绦，或玲珑似珊瑚，宛如自然女神精心雕

琢的稀世珍宝，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有着 30多年雪雕经历的姜君一边精心雕琢

着栩栩如生的作品，一边发出感慨：“我走过不少

地方，参与过众多雪雕活动，但渭河源的冰雪有

着别样的风情。这里的雪质细腻纯净，可塑性极

强，为雪雕创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而且，这片

土地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冰雪资源的完美融合，让

每一次创作都充满了灵感与激情。”

同样，来自哈尔滨的李师傅，其

雪雕作品以渭源当地的民俗传说以

及红色故事等为蓝本，造型栩栩如

生，为渭源的冰雪文化增添了浓郁

的艺术气息，彰显了冰雪文化旅游

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潜力。

目前，景区触摸冰挂冰柱初步完成，

雪雕等大型主题项目正在紧张地建设之

中，预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开园观景赏

玩。“我们高定位规划景区发展，推进基础设施优

化和提档升级，依托景区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基

于现有木屋、栈道景观，打造主题雪雕和仿古场

景，展现历史传说，力求带给游客更新奇的冰雪

体验，还增加了丰富多样的冰上娱乐活动，以满

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景区负责人李文平说。

而在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在冰雪润泽下，经

历着一场华丽蝶变。凭借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

与质朴醇厚的乡村风情，元古堆成为乡村旅游

的闪耀新星。村道整洁，积雪堆于两旁，宛如玉

砌的围栏。路旁树木，红灯高挂，白雪红灯，相

映成趣，温馨祥和之气扑面而来。沿着蜿蜒的

步道前行，脚下积雪绵软，发出清脆的“咯吱”

声，似在轻吟冬日的歌谣。

麻会林和曾应焕是村里的能人，最近他们在冰

雪乐园忙碌，还经营着农家乐。“以往冬闲只能晒太

阳，如今乡村旅游火起来，村里游客不断，我们的农

家乐普遍生意红火。”曾应焕满脸笑意地说。

元古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说，村里以“红火

渭源”为主要特色，打造党性锤炼、戏雪游玩、药膳

养生、萌宠观赏、民宿体验等为一体的冰雪旅游活

动项目，让游客体验新农人的新变化，同时集结网

络达人、文旅博主开展“直播带农”“直播带旅”等

线上活动，展现出渭源欣欣向荣的面貌。

冰天雪地中，游客感受到多姿多彩的乡村

文化底蕴。“雪境·趣玩”首阳山冬季冰雪奇遇

记、“渭水奇缘·魅力冰雪”渭河源冬季冰雪旅

游活动、“科技启蒙星·冰雪嘉年华”鹿鸣谷冬

季冰雪旅游活动、“瑰宝传承·点亮冰雪”渭源

非遗风采精品展、“金蛇鼓舞闹新春·红火渭源

幸福年”社火大巡演等旅游类、文化类、体育

类、科技类、品购类 5 大类及 19 项子活动，为游

客提供多维度、多业态、多品类旅游体验。

渭源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柴源介绍，

渭源县深挖冰雪富矿，力促冰雪文化与旅游产业

相融相生，完善景区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倾心打造

冬季旅游品牌。如今，冰雪不仅是一道亮丽风景，

更是推动经济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引擎。

渭源作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结合县域

文化、生态、产业等乡村旅游资源，持续开发乡

村旅游产品，培育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化旅游

从“景点游”向“全域游”，“季节游”向“四季游”

转变。尤其是冰雪旅游，给火热的乡村游再添

热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渭源县文旅融合发展掠影

冰 雪 为 媒 带 热 乡 村 游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近日，我省正式发布了 2024

年度第 3 号总林长令——《关于切实

做好 2025 年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指

令》，要求各地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

原火灾，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和生态安全。

总林长令要求，依法落实防火责

任，各级林长遵循行政首长负责制，明

确属地领导、行业部门监管与生产经

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构建市州、县

（市、区）、乡镇、村组多级网格化管理

体系，林牧区毗邻地区协同联防联控，

签订协议共护防火安全。

总 林 长 令 要 求 严 格 管 控 野 外 火

源，县级以上政府划定并公布防火区

与高火险区，防火期严守“十不准”规

定。在林牧区要道、各类保护区及景

区出入口设检查站与警示牌，对人员

车辆严格检查登记，做好火源管理与

宣传。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开展隐患

排查，建立台账与责任清单，销号整

治。针对重点区域、地段、目标和设

施，清理易燃物，在危险地段的铁路、

管道等沿线开设防火隔离带并加强巡

护检查。

针 对 本 地 火 险 等 级 与 区 划 精 准

管控情况，总林长令要求实行分区分

级精准防控，明确责任区域与任务，

落实巡山护林，强化火险监测预警预

报，防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用火，基

层单位加大巡护力度与频次，严查违

规用火，严控火种入林。同时，强化

宣传教育培训，借助新媒体多渠道开

展防火宣传，让宣传深入田间地头与

街头巷尾，曝光典型案例，营造全社

会参与的防火氛围。

总 林 长 令 要 求 ，严 格 值 守 科 学

处置，优化保障体系，加大投入。防

火期内指挥机构与责任单位 24 小时

值 班 带 班 ，扑 火 队 伍 实 战 演 练 并 靠

前 驻 防 。 加 强 火 情 监 测 ，保 障 设 施

装备完好、物资充足，遇火情迅速响

应扑救，保障人员安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

防 火 督 导 ，对 问 题 隐 患 下 发 整 改 通 知 等 督 促 整

改。公安、林草等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火，严肃

查处火灾案件，火灾发生后查清原因、评估损失、

分清责任并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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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宝强）

近 日 ，2024 年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立 项 结 果 公 示 ，

14 个 重 点 专 项 立 项 了 198 个 项 目 ，其 中 ，由 甘 肃

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的“西北地区玉米、小麦、油菜

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项目批复

立项。

该 项 目 国 家 财 政 专 项 资 金 2950.4 万 元 ，由

省 农 科 院 副 院 长 樊 廷 录 研 究 员 作 为 技 术 总 负 责

协 调 组 织 ，省 农 科 院 旱 地 农 业 研 究 所 李 尚 中 研

究 员 主 持 ，联 合 西 北 五 省 农 业 科 研 院 所 和 高 校

及 推 广 机 构 、市 州 农 科 院 所 的 18 家 单 位 实 施 ，

将 以 粮 食 单 产 提 升 和 丰 产 优 质 增 效 为 目 标 ，筛

选 一 批 宜 机 收 节 水 优 质 品 种 ，研 发 水 肥 精 准 调

控 、适 水 改 土 、绿 色 覆 盖 、化 肥 地 膜 减 量 、少 免 耕

节 本 增 效 防 蚀 、全 程 机 械 化 轻 简 栽 培 等 关 键 技

术 ，通 过 良 田 、良 机 、良 种 、良 法 、良 制 的 五 良 融

合 ，在 西 北 灌 区 和 黄 土 高 原 创 建 优 质 粮 食 大 面

积 单 产 提 升 应 用 场 景 ，支 撑 国 家 新 一 轮 千 亿 斤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

省农科院获批一项
国家重点研究项目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通讯员 刘国庆

“ 咱 这 儿 的 红 芪 根 茎 粗 壮 、侧 根 少 、品 相 好 ，

都 属 于 精 品 苗 ，根 本 不 愁 销 路 ，播 种 时 就 被 订 完

了 。”日 前 ，宕 昌 县 将 台 乡 的 药 农 罗 贵 清 收 到 了

6.1 万元的育苗销售款，让全家人笑得合不拢嘴，

罗贵清高兴地说：“这是政府为民办实事，药苗变

成‘金条子’。”

凭 借 当 地 土 壤 气 候 条 件 独 特、群 众 掌 握 红 芪

育苗技术成熟，近些年将台乡推广药材育苗的专

业 化 生 产 和 产 业 化 经 营 ，推 行 种 苗“ 订 单 培 育 ”，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今年，由政府牵线搭桥招商

引 资 的 陇 南 三 顺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为 当 地

药农提供红芪种苗，从 4 月初开始育苗到 11 月底

大 量 采 挖 ，生 长 周 期 历 时 7 个 多 月 ，试 种 的 9 亩

红芪苗喜获成功，仅靠订单育苗一项就给当地群

众 增 加 了 24.5 万 元 的 收 入 。 通 过 发 展“ 订 单 农

业 ”，与 合 作 社 、企 业 开 展 合 作 ，实 现 了 产 前 有 订

单 、产 中 有 服 务 、产 后 有 保 障 ，让 药 农 们 吃 上 了

“定心丸”。

“现在种药材不愁卖，价格也有保障，公司上门

收购，在家门口就能把药材卖个好价钱，我今年的

红芪苗子卖了 6.7 万元，订单农业解决了咱农民的

增收难。”将台乡罗家村育苗大户罗苏平说。

近年来，宕昌县把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调整种

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的关键来抓，

探索订单农业“公司+农户+服务”发展路子，形成了

“种植药材有利润、群众务工有薪金、流转土地有租

金、招商引资促发展”共赢模式，实现了中药材产业

发展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销售，鼓

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宕昌：药苗子变成“金条子”

渭河源东源景区的冰挂。

△ 建设中的渭河源东源冰雪景区。 本文图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甘肃东芗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正

在进行生产。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 虎

东乡县肉羊产业园标准化养殖基地。 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