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张燕茹

汇千山之脉，集万壑之源。大

夏河，古称“漓水”，是黄河上游的一

级支流，全长 206 公里，犹如一条彩

色的纽带，滋养着甘肃中部的自然

生态环境，把沿线各民族人民紧紧

联系在一起。

2023 年，黄河流域大夏河临夏

市段入选第三批省级幸福河湖创建

名单。美丽幸福河湖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临夏市锚定“防洪保安全、优

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

境、先进水文化”的创建目标，深入

抓好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

理，持续扮靓河流“颜值”、厚植水韵

“底色”，全力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

实、见行见效。2024年，大夏河临夏

市段完成了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7 大

类指标 28 项建设任务，顺利通过美

丽幸福河湖省级评价。

冬 日 ，记 者 漫 步 大 夏 河 边 ，眺

望滔滔河水，河面上，成群的红嘴

鸥、斑嘴鸭等鸟儿聚集在河中湿地

捕食戏水。岸边健身步道上，市民

们悠闲散步，河道两岸干净整洁，

景色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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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河湖长制”
探索管水护水新模式

“爱护河道环境，争创文明市民”“河道危

险，谨防溺水”“水深危险，请勿靠近”……大夏

河临夏市段岸边，随处可见各种河湖安全文明

警示语。打开“甘肃河湖长制 APP”，点击“我要

巡河”，工作人员巡河打卡的时间、线路、次数全

都清晰可见。

临夏市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工作，形成了河

长负责、部门共治、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河长

制实现了从“有名”到“有实”，从“建立”到“见

效”。截至目前，全面建立了“三级河长责任体

系”，现有三级河长共 65 名，其中县级河长 3 名，

乡级河长 21 名，村级河长 41 名。

河湖长制就是责任制。临夏市东区街道三

易社区书记马小燕就是一名河长，记者见到她

时，她正沿着河段巡查河道。“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每天来巡查河道，看河道河岸有无垃圾并

及时清理，查看河道排污口是否有异常，发现问

题及时上报，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马小燕说。

在加大日常巡河力度的同时，马小燕还和

其他河长在寒暑假期间深入社区等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工作，通过河长制与防溺水工作相结

合，强化市民和学生的安全意识。

除了每天来河边巡查的河长，临夏市还打

造了“永不下岗的河长”——河道监控视频。“目

前临夏市共安装了 123 处河道监控视频，2021

年率先在全省实现了河道智慧管理全覆盖，能

够及时发现河流问题隐患，保障河道安全。”临

夏市河长办公室副主任马谦告诉记者。

临夏市还充分调动民间河长、义务河长、巡

河志愿者的积极性，发挥社会力量在宣传治河

法律法规政策、收集反映民意、搭建沟通桥梁等

方面的作用，畅通公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形成处

处都有监督、管护与治理力量。

河水湍急、河面清澈、河岸干净，这便是临

夏市探索和践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交出的亮眼

答卷。

防洪护岸
守护水清岸绿高颜值

记者来到大夏河临夏市南川渠引水枢纽至

尕杨家村段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河水清澈

流淌，水鸟低飞戏水，河边红黄砖相间的步道已

经铺设完成。

“以前这里是废弃的烂河滩，现在经过国家

治理，生态环境比以前好了，水鸟也多起来，没

事儿我就来河边散步、闲聊，看着干净的河水很

舒心。”70 多岁的陈大爷坐在岸边椅子上边晒太

阳边和同伴拉家常。

“这个防洪治理工程项目主要涉及建设治

理河道，平整新建防洪堤，对部分堤身进行绿化

美化，同步修建宽 6 米、长 7 公里堤顶道路。”临

夏市水务局局长唐国祥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治理段河道防洪体系，提高河道防洪

能力，最大程度避免洪水灾害。

实施一个项目，治理一段河道、改善一片生

态、打造一处景观。临夏市结合乡村振兴，主动

衔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利用良好的水资源条

件、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农村

水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目前，通过实施临夏市大夏河三十里风情

线防洪治理工程、红水河综合治理工程、大夏河

罗家堡段河道生态护岸工程和临夏市牛津河河

道治理工程，改善提升了河道生态环境，带动沿

河周边镇（街道）生态农业、文创、旅游等产业发

展，着力打造水安于民、兴于业、美于村、富于民

的乡村振兴临夏样板，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在大夏河临夏段河岸边的水泥河堤上，雕

刻着一排金色的赞美临夏的诗词和含有临夏特

色的彩陶、牡丹花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临夏

的浮雕艺术与河道治理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

去感受临夏独特的地域文化。”唐国祥说。

临夏市以水利风景区建设为抓手，推进水文

化与文旅发展、乡村振兴等有机融合。深入挖掘

临夏黄河文化精神内涵，突出临夏市自然生态、人

文历史、民俗商贸、民族融合的地域特质，加大黄

河文化的传承弘扬，彰显黄河文化时代价值。

部门联动
打出整治保护组合拳

“2022 年，发生了两起老百姓往河里倒扔垃

圾和树枝的情况，我们的巡河河长发现后第一

时间上报，充分利用河湖‘三长’机制，分别给予

了警告，并要求其清理所倒垃圾，恢复河道原

貌。”马谦说，随着严格的管理制度，现在老百姓

自主保护河湖的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河 湖 治 理 保 护 综 合 协 调 能

力，临夏市健全完善“河长+警长+检察长”机制

组织体系，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部门

行政执法机关职能作用，联合打击河道“四乱”

突出问题，强化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资源修复，

提升水环境质量，通过部门、流域和区域联防联

控、共保共治，加大对河道排污口监管力度，减

少各类入河污染负荷量，助力河湖管理水平迈

上新台阶。

除了改善河湖环境，临夏市大力实施水资

源保护、水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推进县域节水型

社会的创建工作，将节约用水贯穿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严格水资源管理，健全

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机制，严格落实行业

用水定额、用水强度控制、节水评价制度，强化

灌区节水改造；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规范

河道采砂管理，持续开展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

治行动，强化动态监控和监督管理；保障水生态

健康，因河施策，制定生态流量保障方案，保障

河流生态下泄流量，维护河流水体水质达标，共

建人水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大夏河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只是开始，我们

将以河湖长制工作为有效抓手，统筹做好水资

源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域岸线管控、河流执法监管等工作，着力建设

并有力维护好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健康河湖、

安全河湖，为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提供

有力支撑、作出更大贡献。”唐国祥表示。

—临夏市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提升民生福祉

处 处 水 景 变 美 景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报 记者徐俊勇）近日，记者从

甘 肃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获 悉 ，在

2024 年世界林木业大会上，张掖

市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选 送 的 珍 珠 油

杏、早酥梨鲜果凭借优质的品质，

在 3 万余件展品中脱颖而出，斩

获 1金 1银的好成绩。

据悉，本届世界林木业大会

在广西南宁举行，大会以“林木绿

业、合作共襄——创新引领林木

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来自各国

林业部门、林木业国际组织、国际

知 名 企 业 和 专 家 学 者 等 代 表 参

加，共吸引近 1100 家企业参展参

会，展出各类产品 3 万多件，现场

观众 12 万多人次。此次张掖市

林业和草原局遴选了张掖金满园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农

垦 亚 盛 张 掖 分 公 司 2 家 企 业 参

展，展出了具有张掖市鲜明特色

的珍珠油杏和早酥梨鲜果，参展

产品果香浓郁、口感鲜甜，赢得了

参会嘉宾和客商的赞誉。

近年来，张掖市林草局坚持

把特色经济林果发展作为推动现

代林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黑

河流域、交通干线、荒漠戈壁、沙

化耕地和沿山冷凉区等重点区域

地段，统筹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

大力实施绿色富民行动，推动全

市特色经济林果产业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特色经济林总面

积达 66.5 万亩，成功创建国家级

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2 家、省级林草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8 家，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成

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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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杨 璐

冬日，寒意渐浓，但在兰州市安宁区十里

桃 乡 ，村 民 们 的 心 里 却 暖 意 融 融 。 随 着 新 修

的 安 高 公 路 和 牛 谢 公 路 通 车 ，这 两 条 公 路 宛

如 金 色 的 飘 带 ，将 安 宁 区 十 里 桃 乡 乡 村 振 兴

示范带上的红瓦白墙的村落，村子里的桃林、

瓜 果 地 以 及 成 片 的 蔬 菜 大 棚 串 联 起 来 ，不 仅

给 当 地 居 民 带 来 了 交 通 的 便 利 ，更 给 村 民 们

带 来 了 希 望 与 欢 笑 ，为 这 片 土 地 描 绘 出 一 幅

绚丽多彩的乡村振兴画卷。

行驶在崭新的安高公路上，平整宽阔的路

面在车轮下延伸。“以前需要颠簸半个小时才能

到，现在十分钟就到兰州市区了。”九合镇朱家

井村村民杨国存说，每逢采摘季，都会将成熟的

桃子装车送往兰州市区出售，由于以前的道路

坑洼不平，在桃子运输过程中带来了伤果、烂

果，影响了经济收益。

朱家井村村民柴宗文，一边修剪自家的桃

树一边说：“2024 年路修好了，我们修剪养护桃

树动力十足，2025 年到了采摘季，很快就能将新

鲜的桃子运到市区，应该能卖上个好价钱。”

据了解，安高公路全程位于安宁区境内，从

安宁堡建安西路到九合镇高山村，约 26.7 公里，

路面因坑洼不平，当地居民出行不便。2024 年

6 月以来，安宁区积极对接协调各方单位，经过

两个月的持续作业，按四级公路标准，对路面进

行了全面维修硬化，平均宽度 6 米，时速 40 公

里，从 10 月开始实行半封闭通车，如今实现了

通车。俯瞰安高公路，已成为这片土地最亮丽

的“民生风景线”。

同样让村民们感到欣慰的还有牛谢公路的

顺利通车。记者了解到，牛谢公路全程 10.82 公

里，途经安宁区九合镇兰沟村、中心村，终点止

于 永 登 县 树 屏 镇 谢 家 沟 ，在 树 屏 镇 谢 家 沟 和

S101 连接的地方，一直剩余的 1.32 公里道路处

于路基铺设和桥梁架设阶段，路况路貌不佳，导

致九合镇沿线的村民通行省道受阻。

安宁区于 2024 年将牛谢公路列为民生实

事项目，着力解决 1.32 公里“断头路”事宜，协调

相关施工单位平整路面、铺设水温材料、沥青硬

化，建设排水设施，于当年 9 月打通了和 S101 省

道的连接，自此牛谢公路畅通无阻。

“路修通以前客人们需要绕道走，而且路面

不平坦，现在路通了之后，来往的客人越来越

多，2025 年杏子采摘节、杏花节，将会有更多的

游客来这里休闲娱乐。”景盛园农家乐的经营者

朱学礼说，土路变成沥青路，沿路的桃树、瓜果

也能免受尘土的污染，更加健康生长。

“牛谢公路的畅通，为沿线村镇居民、商户、

农家乐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条件，增强了人流、

车流、物流的通达性，降低了运输成本，为村镇

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九

合镇武装部长张涛说。

2024 年，安宁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全力聚焦群众“心头事”，铺就乡村振兴“幸福

路”，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优势互补

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兰州市安宁区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路修通了 村民笑了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李 娟

“ 这 个 季 节 要 做 好 果 树 枝 条 修 剪 打

理 ，保 护 好果树顺利过冬，有利于开春后

果树生长及减少病虫害。”这是日前在通渭

县陇川镇蔡铺村开展的“陇原人才基层行”

活动现场，省农科院林果花卉研究所牛军

强副研究员就苹果冷链仓储技术开展培训

的场景。

蔡铺村 58 岁的果农卢强种植苹果 30

多年了，此前他在使用农家肥的基础上，一

直不确定该选用哪种化肥。通过此次培

训，在牛军强的指导下，得知应以平衡复合

肥为主，他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庙滩村饲草玉米种植点，农民围在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韩庆彦周

围，认真地听他介绍玉米种植技术、加工技

术、饲喂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现代化技

术、防疫等方面的情况。

“专家讲解得很详细、很实用，很多我

们不懂的知识，专家们三言两句就解答了

我的困惑。”村民闫任龙说。

此次活动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农业、教

育、医疗等 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走进

合作社、生产基地、养殖基地，现场指导解决

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通过集中培训、“田

间课堂”等方式，提高基层“三农”干部、种养

大户和农村实用人才专业能力和水平。

通渭：专家送技进农家

安高公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孙志杰

整治后的大夏河临夏市段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通讯员王锋）近日，甘肃省地质灾害

防治管理能力提升暨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

统建设培训班在张掖市开班，来自全省14个

市州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共同探讨地灾

防治经验，为全省地灾防治工作建言献策。

我省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地质灾害具

有数量多、覆盖面广、群发突发、治理难度

大等特点，举办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培训班，

有效增强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意识、及时更新

管理方式方法，更为有效应对地质灾害，推进

防灾减灾工作。同时提高全省自然资源系统

相关工作人员的防灾意识和防灾能力，更加

系统地掌握地质灾害防治相关知识，为发挥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内及省内具有地质

灾害防治管理经验、掌握先进技术方法的

专家，以理论授课和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

式，从政策法规解读到全省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思考，从地灾防治信息系统实操到风

险双控示范与综合防治体系建设，从破坏

性地震后突发地质灾害险情灾情野外调查

和应急处置到滑坡泥石流识别方法与工程

风险管理，知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实用。

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又现甘肃安西极旱

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次印证了该保护区生态

环境与湿地质量在持续向好，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

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所拍摄的资料

时发现，视频中的黑颈鹤身处灰雁群中，正悠然自

得地梳理着羽毛，此外，还有两只黑颈鹤并排漫步

经过相机镜头的画面也被记录了下来。

据悉，黑颈鹤属于大型涉禽，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同时也被列入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

易危物种，它们常常栖息于高原的沼泽、湖泊以及

河滩地带。黑颈鹤的头、枕以及整个颈部均呈现

黑色，眼后斑和冠斑为白色。其眼和头顶裸露的

皮肤呈红色，上面覆盖着稀疏的黑色短羽；飞羽和

尾羽是黑色的，身体其余部位的体羽呈灰白色，其

间还夹杂着少量棕褐色羽毛。黑颈鹤雌雄的羽色

相似，它是唯一一种在高原地区进行繁殖和越冬

的鹤类。

黑颈鹤现身甘肃安西自然保护区

黑颈鹤在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栖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徐媛媛

张掖金满园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人员正在分拣珍珠油杏。张掖市林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