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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马保真

“黄河发源于青海，成河于甘南”。甘南承担着黄河水资

源涵养补给、水土保持、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防治风沙的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对维护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保障流域

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甘南州委、州政府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甘南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工作稳步推进。

统筹生态保护修复

甘南州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黄

河水量补给大幅增加，年均水资源补给量达 87.96 亿立方米，

较十年前提高 59.6%，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明显。

为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2021 年以来，甘南州积极争取

206 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落实国家投资 26.2 亿元，实施了甘

南黄河上游、秦岭西段等一大批重点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同时，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保护天然林 647 万亩，有

效管护公益林 408 万亩。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硬要求，禁牧

887 万 亩 ，推 行 草 畜 平 衡 2938 万 亩 ，累 计 减 畜 200.78 万 个

羊 单 位 ，天 然 草 原 全 面 实 现 草 畜 动 态 平 衡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覆盖度达 97.14%。

聚焦转型、扩绿、减污、治沙、兴水、防灾“六大任务”，甘南

州实施绿色发展转型、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修复治理、国土绿

化增效、治水兴水升级、环境安全保障“六大工程”，加快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协同推进若尔盖国家

公园（甘南片区）建设，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项目的谋划争取

和实施力度，着力解决长期性、根源性、系统性的问题。

强化污染防治攻坚

甘南州深入开展“环境革命”，实现了“全域无垃圾”目

标。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九张清单”，合作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 6 年全省

排名第一。

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林田长制，全州境内地表水考核

断面、地下水监测点位、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率均

达到 100%，甘南黄河流域地表水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比例 100%，黄河干流玛曲段地表水水质提升为Ⅰ类。推进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与管控，土壤

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8%以上，污

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

如今的甘南，乡村生活垃圾收运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

有机肥替代化肥实现 100%，“白色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合作市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卓尼县入选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名单，合作市、卓尼县、夏河县被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州

上下正阔步行走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在华润电力夏河 90 兆瓦牧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排排湛蓝

的光伏板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光伏板下，牛群正悠闲地吃草。

在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

答案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产业。

近年来，甘南州扎实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中国电建、华润电

力、浙江正泰等 10 个 500 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入驻甘南，2023 年，甘南新

签约入库项目签约额同比增长 393%，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189%，增长率

均位居全省第一。

为吸引更多好企业落地，甘南全力打造甘肃南部新能源基地，完成《新

能源基地规划及外送方案》，规划总规模 2544 万千瓦，谋划了甘南至湖北、

广东、重庆三条外送通道，落实“十四五”光伏指标 150 万千瓦，15 万千瓦已

并网发电。

甘南州全力实施强县域行动，坚持走集约化发展路子，完善园区基础设

施，提升服务功能，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全州园区实现产值 15亿元。

全面推进强工业行动，设立 1000 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华羚、燎原、安

多、雪顿等一批企业“三化”改造项目，企业生产加工效率显著提升。扶

持发展“牛羊猪鸡果菜菌药”八大特色产业，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达到

45 万亩，牦牛系列产品总产值达 20 亿元。积极推进重点企业“三化”改

造，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 6 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夯实旅

游发展基础，持续打造八条精品旅游风情线和生态景观廊道，全州 A 级

景区达 37 个，改造提升旅游标杆村和专业村 39 个，培育精品民宿和星

级农家乐 86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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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康红菊 赵彦洲

今年以来，临洮县积极转变思路，大胆创新理念，通

过无障碍设施改造、专业优质的服务以及扶持就业等行

动，让广大残疾群众享受更加便利、幸福的生活，切实增

强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无障碍设施 开启自由出行新篇

“以前没改造的时候，我外出十分不便。”说起今年实施

的无障碍改造项目，临洮县玉井镇陈家咀村群众刘晓蕊的欣

喜之情溢于言表，“自从家里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我现在能经

常出来和大家聊天，身体感觉更灵活了，心情也变好了。”

刘晓蕊肢体一级残疾，曾经家中的每一个台阶、每

一道门槛，都限制着她的行动。

2024年，依据其家庭实际状况，临洮县残联为她量身

定制个性化无障碍改造项目：通过台阶坡化、安装扶手，她

的出行变得轻松自如；通过安装淋浴喷头、无障碍 L 型扶

手、无障碍坐便沐浴两用凳等卫浴设施，让她如厕、洗澡更

加便捷；低位灶台改造后，也让她能为家人烹饪三餐。

今年以来，临洮县紧贴民生热点，围绕群众身边的

“小难题”，大力推广“普惠+特惠”改造模式，将无障碍改

造对象从重度残疾人享受的特惠政策，拓展到不限级别

类别的普遍受益，完成 474 户残疾人卫浴无障碍改造，

165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院面硬化、扶手安装等改造，为

残疾人出行铺就坦途。

教育赋能 照亮成长成才之路

“学校的老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耐心教导我、关爱

我，我非常感激！”说起学校氛围，五爱小学五年级肢体

一级残疾的学生杨力源说。

临洮县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事业，持续加大投入，不

断改善特殊学校办学条件，为残疾儿童少年提供了专业

优质的教育服务。今年以来，临洮县构建起“以普通中

小学随班就读为主体、特教学校集中教学为骨干、送教

上门为辅助”的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发展模式，大力

推进残疾人特殊教育服务水平提升。

“目前，全县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达 445 人，

特教学校集中就读 39 人，为 74 名无法入学的重度残疾

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服务。”临洮县教育局局长龙小林说。

在此基础上，临洮县在公共图书馆精心打造盲人阅览

室，购置各类盲文书籍300余册，并配备彩屏电子阅读助视

器、多种放大镜等辅助设备，成功打通阅读无障碍通道。

“盲人阅览室建成后，我能阅读的书目大大增加，知

识面拓宽了，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了。”视力一级残疾的黄

宝军告诉记者。盲人图书室的建成，进一步提升了临洮

县文化无障碍水平。

就业扶持 踏上逐梦奋进征程

由于百合质量好，市场需求大，最近一段时间，中铺

镇王家沟村做百合电商销售的王茂盛，每天要直播到凌

晨。这位身患残疾的电商达人将自己的百合生意，从临

洮县推向了全国。

王茂盛今年 44 岁，10 年前他不幸摔伤导致高位截

瘫。但王茂盛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他看准了家乡的特产

鲜百合，做起了鲜百合销售。

“2020 年，我在电商平台的百合销售额突破 100 万

元，2023 年突破了 300 万元，希望今年能更好。”说起百

合销售，王茂盛感慨万千，“是党的好政策，为我们残疾

人搭建了广阔的创业就业平台。”

就业是残疾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临洮县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鼓励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

根据市场需求和残疾人特点，设置手工制作、电子商

务、盲人按摩等丰富多样的培训课程，切实提高残疾人

就业竞争力。

临 洮 县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理 事 长 陈 满 堂 说 ：“ 我 们

用 充 满‘ 爱 ’的 举 措 ，推 动 家 居 生 活 、知 识 信 息 获 取 、

就 业 扶 持 全 方 位 无 障 碍 ，让 广 大 残 疾 人 畅 享‘ 无 碍 ’

生 活 。”

临 洮 县 残 联 大 力 开 展“ 情 满 陇 原 助 残 就 业 行

动 ”，通 过 为 自 主 创 业 残 疾 人 发 放 就 业 补 贴 ，为 灵 活

就 业 残 疾 人 发 放 社 保 补 贴 ，为 新 业 态 就 业 残 疾 人 发

放 岗 位 补 贴 ，安 置 残 疾 人 就 业 163 人 ，并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成 首 个 残 疾 人 创 业 就 业 平 台 ，实 现 残 疾 人 就 业 网

上数据服务。

临洮县委书记张振亚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残疾

人权益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多措并举

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临洮：用“爱”构筑无“碍”生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刘伟业 蒲瑞华

日前，由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无轨设备制造公

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载重量最大地下 KU-45 型无

人驾驶矿用卡车亮相世界知名工程机械展——德国

bauma 中国宝马展。凭借其卓越的性能与创新的设

计，受到欢迎。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已与多国达成

合作意向。至此，金川井下无轨设备已在共建“一带

一路”27 个国家长期投入使用。

前不久，刚参加完宝马展的俄罗斯 POMBUR公司

总经理谢苗诺夫就带领团队到金川集团考察金川机械

无轨设备。KU-45 矿用卡车、WJ-8（21 吨）铲运机等

型号各异的井下设备让考察团目不暇接，啧啧称赞：“金

川无轨设备研发技术在行业领域可匹敌国际水准。”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一直是金川集团镍都

实业公司无轨设备制造公司不懈追求的目标。为抢抓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扩大国外市场，该公司将 KU-45

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立为科研项目，打破进口矿用车技

术和价格的双重垄断，历时 6 个月完成整车组装，形成

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井下矿卡核心技术。

“目前国内地下矿用卡车大多采用液控转向技

术，无法实现远程操作控制，而 KU-45 型无人驾驶矿

用卡车攻克了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的技术难题，实现

了远程监控车辆运行、读取故障，卡车可连续不停机

运转。”该公司技术总监贾文宏说。

为实现最大载重量，并确保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研发人员运用先进的有限元分析法，对车架、

悬挂等关键承载部件进行反复优化，创新性地设计了

一种复合型车架结构，经过多次实地加载试验和改

进，车架结构不仅能轻松承载 45 吨的重物，还能有效

分散应力，大幅延长了车辆使用寿命。

“我们自主开展了程序编写、设备安装等工作，圆满

完成了 KU-45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的整车设计组装，

并在今年9月成功下线。”该公司副总经理马斌文说。

凭借过硬的创新创造能力，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

无轨设备制造公司强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以 KU-45

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井下无轨设

备已获近百项国家专利。自主品牌向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深度辐射，推动我国机械制造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金川机械创新制造走出国门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李永萍）近日，我

省静宁县“零添加苹果干及苹果皮核高价值利用”项

目和凉州区“春晓熏醋手工坊”项目在第四届西部农

民工返乡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

等奖，这是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综合竞争力不断

提升、创业服务不断优化的缩影。

近年来，我省把鼓励、扶持和引导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返乡入乡创业作为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通过集聚人才项目、发挥头雁带领作用和优化乡村创

业环境，吸引青年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人员返乡入乡

创业，助力乡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居民稳定增收。

我省持续优化政策提升人才服务，用好创业担保

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政策，将返乡农民工、大学生

等群体纳入返乡入乡合作创业重点扶持对象，加快如

意就业—甘肃公共就业服务网平台建设推广，提供“政

务服务”“双创服务”“生活服务”等人才服务。截至 10

月底，共为 1999名返乡创业农民工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8 亿元。同时，依托我省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围绕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等农村产

业，向返乡创业带头人征集符合新型产业发展方向、适

合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返乡创业项目，与省内

涉农高校、农科院等单位对接收集适合在农村落地的

成果项目，整合建立乡村创业项目库。开展“就业援助

月”“春风行动”等就业专项活动，邀请用工企业、金融

企业、培训机构等多方参与，向返乡创业人员提供全方

位就业培训创业服务，举办返乡入乡创业项目对接会，

促进企业、青年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在创业项目

与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上的合作对接。

我省人社部门通过举办创业培训班、创业典型评

选等方式，培养返乡入乡合作创业带头人，鼓励条件

成熟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参加创新创业大赛，促进提升

创业创新能力。加强乡村技能人才培育，充分发挥劳

务品牌带动就业创业效应，通过“静宁果农”“乌鞘岭

菌农”“环县羊总管”等劳务品牌的培育、打造、提升，

紧贴产业发展需要，开展定向、定岗培训，培养乡村技

能人才，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实施“归雁工

程”，建立“归雁”人才培育体系，组织创业培训、创业

大赛和座谈交流等活动，搭建资智对接项目展示和互

动体验平台，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提升乡创人才创

业能力。

人社部门全过程跟踪帮扶，优化乡村创业环境。

打造农民工返乡创业平台、农村电商物流产业园、农

村创业孵化平台等乡创空间，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培

训、融资对接、项目孵化等服务。截至目前，累计认定

94 家 企 业（单 位）为 农 民 工 返 乡 创 业 平 台 ，并 给 予

1600 多万元的资金扶持。同时，依托乡村振兴项目，

引进合作企业帮带青年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创业，结合

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建设乡村就业工厂（帮扶车

间），吸纳更多农村留守劳动力进厂务工，实现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增长，形成共创共享

的乡村合作创业帮共体。

我省优化政策支持返乡入乡人才创业就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魏 霞

“ 老 李 ，你 家 的 自 来 水 管 有 没

有损坏？这几个月用水量咋这么

高，水表正常不？我们今天过来检

查一下。”今年三季度水费使用情

况出来后，在陇西县宏伟乡左家渠

村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核对水费

时，左家渠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供

水管网负责人潘时强发现村民李

进选家的水费明显高于其他农户，

便立刻同该村水管员一起到李进

选家核查情况。

“正常着呢！自来水养牛可方

便了！”64 岁的李进选养牛已有 20

多年，从最初的两头发展到如今养

殖基础母牛 6 头，稳定的水源供应

是他养牛的重要保障。

潘 时 强 一 边 询 问 情 况 ，一 边

仔 细 察 看 李 进 选 家 的 水 井 ，见 水

井 没 什 么 问 题 ，他 才 放 下 心 来 。

李 进 选 说 ，他 一 直 想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但 因 体 力 下 降 且 缺 乏 水 源 而

搁置，如今有了自来水，他还打算

多养几头。

左 家 渠 村 是 典 型 的 人 口 居 住

分散、地形高低起伏，供水较为困

难。为保障村级管网的稳定运行，

水管员石凤礼对全村管网定期定

点排查，群众反馈的问题也能第一

时间到场解决。“水的问题绝不能

含 糊 ，我 必 须 随 叫 随 到 ，及 时 抢

修。”石凤礼说。

左 家 渠 村 还 实 行 总 水 表 核 查

制度，防止因总表欠费致使群众停

水的情况发生。同时开展跟踪追

查与自我检查，保障农户智能水表

正 常 运 行 。 多 年 来 ，水 费 收 支 透

明，村里安排专人专责收取和管理

水费，账目清晰、公开透明，水费标

准统一，运行模式合理。

村 级 管 网 的 良 好 运 行 ，让 群

众生产生活越来越便捷。左家渠

村 是 陇 西 县 努 力 攻 克 管 理 难 题 、

稳步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真

实写照。

近年来，陇西县以夯实农村集

中供水工程供水管理所、镇村、户

“三级”管理为着力点，加速推进农

村供水管网改造，持续强化“三级”

管护责任，扎实推进农村供水保障

工作，让辖区群众喝上“安全水、放

心水、达标水”。

陇 西 县 水 务 局 积 极 与 相 关 部

门 协 作 ，持 续 监 测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运 行 和 群 众 用 水 状 况 ，常 态 化 开

展 水 质 监 测 检 测 工 作 ，发 挥 农 村

供 水 工 程 责 任 保 险 的 作 用 ，全 面

推 广 安 装 IC 卡 水 表 等 农 村 供 水

计量设施。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开 展 巡 查

1679 次，处置各类维修抢修 4100

余 处 ，及 时 高 效 地 解 决 了 各 类 管

网 漏 损 问 题 ，完 成 150 份 水 质 检

测报告，处理 157 处水毁事故并赔

付 126.74 万 元 ，安 装 村 级 IC 卡 智

能 水 表 2900 余 台 ，户 内 智 能 水 表

覆 盖 率 超 97% ，实 现 全 县 17 个 乡

镇 207 村 35 万人从传统农村供水

模式转变为先预缴水费后刷卡用

水的模式。

陇西“三级”联动提高农村供水保障能力

12月 26日，新建平凉至庆阳铁路贺丰村隧道顺利贯通，为平庆铁路全面施工提速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宋佳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