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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满福
苏家英 安志鹏

在庆阳市，从环县县城驱车 40 多分钟，

绕着一条柏油路蜿蜒上山，便可抵达环县

洪德镇耿塬畔村庄子峁。

眼前，是一片平整的塬面，以及四周完

成绿化的 320 亩荒山，20 多户农家世代生

活于此。只见，家家户户的“方寸”院落收

拾得干净整洁，菜园子里、羊圈里、作坊里，

一个个手机支立起来，拍摄直播庄子峁人

忙碌的一天。

2024年，庄子峁“火”了，“燃”起了庆阳人

的热情，农文旅融合发展百千万工程自此起

步：未来三年，庆阳还要打造一百个庄子峁！

庄子峁的变迁

多少年前，这里偏僻落后、乏人问津。

庄子里的年轻人接连外出务工，年长的人

们 守 住 老 屋 、埋 头 种 地 。 发 展 之 路 怎 么

走？没人讲得清楚。

“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几棵像样的

树。”在庄子峁生态农庄负责人杨清艳的印象

里，过去的庄子峁，路窄得连棵树都拉不回来，

娶媳妇嫁女子，连个流动餐车都开不进来。

近两年，庄子峁从修路栽树开始，建起

生态农庄，做起生态旅游、绿色采摘、特色

产业、休闲康养，样样有名堂。

2023年，庄子峁游客突破5万人次，农户

总收入超200万元，人均收入从五年前的不足

6000 元，上涨为 22100 元。前不久，农庄迎

来了2024年第三次结账分红，加入农庄的26

户农户共享结账分红100万元……

干旱山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子，庄

子峁的父老乡亲走通了——

咋吃？在农家饭庄，点上土鸡、羯羊、

手工豆腐、油饼子、黄酒等地道“家乡味”；

住哪？可以住翻新过的老乡家，或者

有热水、有空调、有无线网络的窑洞民宿；

怎么游？采风游、体验游、寻味游、乡

愁游、大型团建游等，各异其趣；

买什么？线上、线下买回石碾辣子、黑

豆酱油、手工醋、土蜂蜜等农特产品尝尝；

玩些啥？共享菜园、采摘基地、亲子体

验园、九德书苑、乡愁记忆馆、非遗体验馆

等既有“乡土气”，又有新鲜感。

“庄子峁没有闲人，在‘一户一品、自主

经营、人人参与、抱团发展’农文旅融合发

展模式下，大家都基本实现了在家门口挣

到钱的愿望。”杨清艳说，去上海、深圳、内

蒙古做生意、打工的亲戚和邻居逐渐返乡，

“大家借着乡村旅游热，参与建设自己的村

庄，经营好各家的生意。”

“为打开销路，庄里组了个‘村花代言团’，

女人们换上花袄子、戴上花头巾，红红火火、热

热闹闹地为自己的产品代言。”“辣婶”的辣椒

面是庄子峁的一绝，为把辣椒面卖出山沟沟，

她借助网络平台直播碾辣椒，辣椒的香味，仿

佛自石碾底下透过屏幕飘向四方……

庄子峁和庄子峁人的名气越来越大，不

仅杨清艳的全网“粉丝”数量达到 6 万多，还

有 10户的全网“粉丝”数量已然过千。

2024 年，庄子峁生态农庄“干旱山区

农文旅整合发展创新”项目荣获甘肃省农

村创业创新项目大赛一等奖，成为环县，甚

至是庆阳市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

村振兴“新引擎”的典范。

为全面推广庄子峁经验，庆阳市计划

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实施农文旅融合发展

百千万工程，全力打造一百个示范村、培育

一千个直播账号、培育一万个示范农户，引

导和鼓励更多农民参与到农文旅产业融合

中来，推动形成乡村振兴新业态、新格局。

黑木村致富“门道”多

庆 阳 市 合 水 县 太 莪 乡 位 于 子 午 岭 腹

地，森林覆盖率高，气候环境好。如何实现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把美丽风景变

成美丽经济？太莪乡黑木村如此破题：发

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主题餐饮等乡村旅

游业态，开发多种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

“2024 年下半年，黑木崖生态康养农庄

面向各地游客开放。野猪林生态观赏区、黑

木崖亲子乐园、黑木崖农特产品营销展示中

心、游客接待及餐饮中心、黑木崖采摘园等功

能区，能够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合水县太

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米文珍介绍。

鹿鸣呦呦，是黑木崖生态康养农庄的

一大特色。2019 年，合水县晨鹿特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负责人陈志

涛开始引进梅花鹿进行养殖。

五年过后，陈志涛的圈舍里已有 70 头

梅花鹿，憨态可掬、惹人喜爱。“鹿茸是一种

名贵的中药材，市场需求量大。鹿血酒、鹿

鞭酒、鹿角帽等其他副产品也为合作社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陈志涛说。

燃 面 糕 甜 糯 、洋 芋 粉 爽 口 、手 工 醋 醇

香……黑木崖传统手工艺作坊里，也有谋

求发展的“大门道”。

黑木村村民王小女在十里八乡小有名

气，因为她腌制的咸菜风味独特。“后来，我

和家里人琢磨，把咸菜再加工、做包装，推

出了‘农家小菜缸’特色品牌。多数来到黑

木崖传统手工艺作坊的游客，都会买点回

去。”王小女说。

“黑木村是一个典型的纯农业村，一直

以来，村民都以种地为生，缺乏增收渠道。

这几年，我们逐步盘活了闲置土地和闲散

劳动力资源，让农户的‘巧手’优势转化为

致富资源。”合水县太莪乡黑木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宝宝认为。

产业“链”起一片新天地

“千说万说，农文旅融合的基础，是农

业产业。”庆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耿文科

说，“农业产业，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占

到 12.4%，是支柱产业，也是直接关系到几

十万农户乃至全市绝大多数家庭的富民

产业。因此，我们不断加快现代化农业建

设步伐。”

最近，在位于环县木钵镇关营村的环县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的温室大棚内，普罗旺

斯西红柿长势良好，一个个火龙果坠在枝条

间……“赶在春节前，还能再出一批果子。”环

县木钵镇关营村党支部书记慕定堂说。

在温室大棚外的农田里，一捆捆玉米

秸秆码放整齐，之后或被打成草包饲喂羊

只，或被粉碎发酵制作菌棒。“在‘三元双

向’循环农业带动下，玉米秸秆变基料，小

蘑菇‘种出’大产业。”慕定堂补充道。

关营村发展设施农业已近 30 年。当

前，环县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有日光温室

24 座、钢架大棚 297 座。精准化水肥供给，

智能温控系统调节温度、湿度、光照等“科

技范”操作在温室大棚内随处可见。

“ 庆 阳 的 气 候 条 件 适 宜 种 植 食 用 菌。

特别是在夏天，这边不似南方高温多雨，方

便我们进行食用菌的反季节生产，包括羊

肚菌、平菇等。”庆阳市乐菇园现代农业种

植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夏兴石告诉记者，

他的公司 2024 年落地于合水县段家集乡

枣洼村食用菌产业园。

发展食用菌产业，是合水县增加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新抓

手。“这两年，我们把目光再放远，吸引了浙

江、江苏的企业，分别在北头村、枣洼村建

成食用菌生产基地 3 处、搭建菌棚 220 座，

年生产木耳、羊肚菌、香菇 200 余万公斤。”

如今，在庆阳市西峰区李岭村、宁县永

吉村、镇原县翟池村、华池县荔园堡村等 20

个特色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初步显现，

打着地域标签的农特产品已从陇东大塬销

往全国各地，撑开了庆阳市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新天地。

—庆阳市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见闻

产业链升级“家乡味”出圈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

日 前 ，省 水 利 厅 、省 林 草 局 联 合 印 发《关 于

建 立“ 河 湖 长 制 + 林 长 制 ”协 同 联 动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明 确 提 出 了 建 立“ 河 湖 长 制 +林

长 制 ”共 商 、共 享 、共 治 、共 建 协 同 联 动 工 作

机 制 ，提 升 全 省 治 水 、治 林 综 合 管 护 能 力 ，

统 筹 推 进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 ，奋 力 谱 写 建 设 山 川 秀 美 新 甘 肃 崭

新 篇 章 。

该《意见》提出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等 9 项

工 作 机 制 。 建 立 联 席 会 议 机 制 ，共 同 研 究 贯

彻 落 实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系 统 治 理 方 面 的 重

大决策部署等；建立工作联络机制，建立省、

市 、县 三 级 水 利 、林 草 部 门 加 强 日 常 工 作 交

流 沟 通 ；建 立 一 体 化 保 护 机 制 ，县 级 以 下 各

级 水 利、林 草 部 门 尽 可 能 把 各 级 河 湖 长 和 林

长 设 置 同 一 责 任 区 ，统 筹 安 排 巡 河 湖 、巡 林

调 研 活 动 ；建 立 基 层 联 防 联 巡 机 制 ，整 合 河

湖 管 理 员 和 生 态 护 林 员 职 责 ，协 同 开 展 常 态

巡 查 、动 态 监 控 ，将 破 坏 水 资 源 、森 林 、草 原

的违法犯罪行为遏制在“萌芽”阶段；建立信

息 共 享 机 制 ，交 流 共 享 全 省 河 湖 林 草 管 理 保

护 方 面 的 信 息、涉 河 湖 林 草 管 理 保 护 违 法 案

件、行政执法信息等；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加

强统筹协调、跟踪问效，建立涉水、涉林草案

件 协 同 办 理 机 制 ，切 实 保 障 全 省 水 资 源 和 林

草 资 源 安 全 ；建 立 联 合 督 查 督 办 机 制 ，对 需

要 双 方 协 调 联 动 的 重 大 案 件 ，确 保 及 时 处 置

到 位 ；建 立“ 地 方 +自 然 保 护 地 ”协 调 联 动 机

制 ，自 然 保 护 地 内 河 湖 的 河 湖 长 设 立 可 与 林

长 统 筹 ，推 动 地 方 和 自 然 保 护 地 河 湖 长 制 林

长制工作协同化、规范化、高效化运行；建立

联合宣传机制，回应公众对河湖林草领域保

护管理的关注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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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色正毛长、

体格健壮、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天然草场……日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

牧与兽药研究所与甘南州合作市畜牧工作站联合挖掘的新

资源“美仁牦牛”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因地而名的“美仁牦牛”，生长在甘南州合作市美仁大草

原。作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

区域，这里草质优良，以莎草科、禾本科为主，可食优质牧草多达

500余种，为“美仁牦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饲料资源。

“美仁牦牛”是甘南地区牦牛的代表之一，经过长期的自然

选择，“美仁牦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质结构形态和生理机

制，具有抗逆性强，抗病能力强和适应性佳等特性，是宝贵的动

物遗传资源。同时，该品种肉质具有独特的健康优势、所产牦

牛乳制品营养价值高、牦牛绒产品跻身高端行列，由牦牛衍生

而来的产业发展是当地农牧民稳定增收的主要来源。

为确保“美仁牦牛”品种的纯正和品质的提升，合作市政

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兽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开展

长期性合作，组建了“美仁牦牛”专家服务团队，从繁殖成活

率、生长发育周期、体重、出肉率、个体产奶量、屠宰率等方面

全面提升品种的生产性能，构建牦牛产业“上游保种、中游繁

育、下游养殖”的发展体系，推动畜牧产业高端化、品牌化、绿

色化发展和牦牛肉、牦牛绒、牦牛乳产业全链条发展。

如今，“美仁牦牛”这一遗传资源已顺利通过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委员会的严格审定鉴定，加强了对“美仁牦牛”资源的

保护力度的同时，也为后续科学研究、品种改良及市场推广

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仁牦牛”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为完善矿产资

源税费制度，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促进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于近日联合出台《甘肃省部分矿种矿产

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甘肃省地热、矿泉水销售收入核定价

格》，用于计算矿产品销售收入和矿业权出让收益。

根据甘肃省资源税税率表中原矿与选矿资源税率的比

值计算分析、样本矿山数据资料测算分析、已公告省份的矿

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及资源税税目税率计算等方法，对甘

肃省煤炭、铁、锰、铜、铝土矿等 59 个矿种矿产品明确销售收

入转换系数。同时，根据《甘肃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

等规定，采用市场基准价和收益率反算核定价格，综合考虑

当前全省经济体量和矿泉水资源禀赋情况，对全省地热、矿

泉水核定价格，确定我省矿泉水核定价格为 50 元/立方米。

据悉，我省部分矿种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和地热、

矿泉水核定价格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等

要求，遵循矿产资源赋存状态、资源品位、开采及选冶条件的

客观规律和矿业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律，充分考虑相邻区域水

平，保持区域协调，前往江西、四川等省份进行调研，听取相

关专家、矿山企业意见建议，反复修改完善，确保了标准的科

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我省部分矿种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和地热、矿泉水

核定价格标准的出台，对促进矿业权出让收益与矿产资源税

有效衔接，维护出让收益保持“相对平衡”，推动矿山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省部分矿种矿产品销售收入转换系数确定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近日，在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候鸟动态监测保护国家创新联盟年会上，张掖黑

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吸纳为成员单位，标志着张掖黑河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候鸟监测与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候鸟动态监测保护国家创新联盟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批准，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关

企业、鸟类保护团体和民间爱鸟观鸟组织自愿组成，旨在服

务候鸟及栖息地保护管理、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教育需要，规

范 候 鸟 动 态 监 测 与 迁 徙 研 究的 非 营 利 性 科 技 综 合 服 务 平

台。加入候鸟动态监测保护国家创新联盟，是对保护区多年

来候鸟监测与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将促进保护区与联盟内

其他成员单位之间的资源共享与技术交流，提升自身的监测

与保护水平，同时提升保护区在全国候鸟监测与保护方面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保护区的发展和建设带来更多机遇，有

效促进保护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张掖黑河湿地加入候鸟监测国家创新联盟

省级美丽乡村——西峰区什社乡李岭村。（资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盘小美

合水县西华池镇唐旗村“唐 Q 大队”

助农工作室通过网络直播推介销售农特

产品。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陆 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经过九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景电二期总

干渠、民调干渠于 2024 年 11 月 2 日实现了

华丽变身，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正式竣工

通水。奔腾的黄河水穿过闸口，流入水渠，

流进灌区，润了良田，美了心田。

“之前的水渠有渗漏情况，不仅造成了

水资源的浪费，还导致片区出现了大量盐碱

地，提质增效工程改善了渠道，也为我们片

区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实施高效

节水灌溉提供了有力的水源保障。”景泰县

草窝滩镇镇长陈玞辛告诉记者。

作为 2024 年甘肃省为民实事的重点项

目，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

景电二期总干渠、民调干渠“卡脖子”段及老

化破损严重渠段进行改造，恢复和改善渠道

的过流能力。

去年，省水利厅、省景电中心把高质量

完成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作为重中之重

来抓，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工作。

据介绍，工程共加固改造总干渠 44.1 公

里；改建泵站溢流堰 5 座，新建总干泵站泄

水池 6 座，新建变频室 1 座，增设总干渠 13

座泵站取暖设施；改造修补景电二期延伸向

民勤调水工程干渠 72.68 公里，成为景电历

史上首个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通水并

发挥效益的民生项目。

“经过周密安排部署，首次在春节前启

动调水工作，比往年提前了近 1 个月，是景

电历史上调水最早的一年，以此来确保工

程 建 设 和 保 障 供 水‘ 两 不 误 ’。”甘 肃 省 景

电 水 资 源 利 用 中 心 工 程 处 副 处 长 闫 沛 玉

告诉记者。

为保障工程建设质量、进度、安全目标

顺利实现，工程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等组

成技术团队对施工现场进行反复勘察，紧抓

快赶、争分夺秒，推动工程建设；驻工地代表

和监理单位 24 小时跟班旁站，强化施工管

理和技术指导，保证建设质量。

“该工程为改造项目，必须做到保供保

建两不误，工程建设任务重、战线长、工期紧

张，但是工人日夜兼程，不畏艰难，全力以赴

抢工期、赶进度、抓安全、保质量，如期完成

了各项目标任务，牢牢守住了灌区农田和群

众的‘生命线’。”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计永清说。

“ 整 个 工 程 建 设 没 有 影 响 冬 灌 ，而 且

现 在 水 流 比 之 前 要 大 ，灌 水 速 度 也 比 之

前 快 了 。”景 泰 县 草 窝 滩 镇 陈 槽 村 村 民 高

秉 辉 说 。

据 悉 ，景 电 二 期 提 质 增 效 工 程 的 竣

工 通 水 ，将 增 加 供 水 能 力 8700 万 立 方

米 ，进 一 步 提 高 农 业 灌 溉 、生 态 供 水 安 全

保 障 水 平 ，促 进 水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对 筑 牢

国 家 西 部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促 进 流 域 生 态

恢 复 、助 推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今后，省景电中心将锚定建设“节水增

效、绿色生态、高效规范、管理科学”的现代

化灌区总目标，坚持节水、供水、调水、蓄水、

管水“五水”共抓，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

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

配置能力，为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我省为民实事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守护灌区“生命线”

渠通水畅保灌溉 提质增效惠民生

镇原县上肖镇翟池村翟池景区游人如织。（资料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