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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崔奶奶，快过年了，我们来看您了！”

“孩子们啊，山上的雪还没有化，路上滑

着呢啊，你们咋又来了？”

“没事儿，奶奶，安全着呢！”

“你们真是奶奶的亲人啊，有你们在，奶

奶心里暖和又踏实！”

……

1 月 10 日下午，兰州市西固区柳泉镇漫

坡头村。国网兰州供电公司西固供电分公

司党支部书记、副经理王明雄一行，刚一走

进 87 岁的崔秀兰家里，宁静的小院立马热

闹了起来。

王明雄拉着崔秀兰的手，才在暖炉前的

沙发上坐下，屋内的小狗噌地一下爬到王明

雄的胳膊上“亲热”了起来，久久不愿下来。

一旁的邻居惊讶地说：“你们来的次数

真多呀，连崔奶奶家的小狗都熟悉了。”

“是呀！是呀！”崔秀兰连连说，“都 24

年啦，供电单位的孩子们对我的照顾从未间

断，我这辈子呀，是他们给我养老啦！”

说话间，几个身着“国家电网甘肃电力

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红马甲的年轻人分

头忙了起来——两个女青年更换新床单，两

个男青年检查电力线路、开关、电器等设备，

还有几个人忙碌着打扫卫生……

眼前温暖的一幕，不是头一回，也不是

发生了一月、一年，而是已经持续了 24 年。

事情要从 24 年前西固北街供电营业站

抄表员的一次抄表说起。

2001 年初，漫坡头村迎来了农村电网改

造后的第一次抄表。抄表员岳霞君走进崔秀

兰家时发现，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 60 多岁

的崔秀兰夫妇。二老无儿无女、体弱多病，家

里经济拮据，连电费一时都凑不齐。

看到眼前的一切，岳霞君再未提“电费”

的事儿。

回到单位，岳霞君将所见所闻告诉了同

事们。时任站长范劲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决

定：以志愿服务的名义帮助崔秀兰夫妇。

从那时起，北街供电营业站职工自掏腰

包为崔秀兰家交电费，并自发经常为崔秀兰

夫妇送去生活物资。

2009 年，国网兰州供电公司西固供电

分公司党组织接过了帮扶崔秀兰老人的接

力棒。当年，看到崔秀兰家的土房裂开了

缝，公司党员、团员自发捐款为老人翻建危

房，购置电视、冰箱、床褥等。

2014 年，该公司成立了共产党员服务

队，把帮助崔秀兰夫妇纳入服务范围。广大

党员、团员自发为崔秀兰家交电费，背着电

力检测设备，拎着米面油、牛奶鸡蛋、洗漱用

品等前往崔秀兰家，成了公司党员、团员们

心中一道熟悉的风景。

2016 年，崔秀兰老伴去世后，服务队成

员轮流看望，陪伴老人度过了最难的日子。

每月探望一次，每年农历小年为崔秀兰送年

货、扫院子、贴春联、挂灯笼，都是雷打不动

的惯例。

2023 年夏天，范劲有一次到漫坡头村

看望崔秀兰。

老人家问：“小岳最近好吗？”

范劲说：“岳霞君退休了。”

下山后，范劲拨通了岳霞君的电话。

第二天，岳霞君就带着女儿上山了……

回 忆 起 24 年 来 的 点 点 滴 滴 ，崔 秀 兰

说：“供电单位的孩子们啊，不是亲人胜似

亲人。”

检查完电路、打扫好卫生、嘱咐完用电

和生活安全注意事项后，王明雄对崔秀兰

说：“奶奶，等到小年那天，我们再来给您送

年货、扫院子、贴春联、挂灯笼！”

“好啊！好啊！”崔秀兰高兴得像个孩子。

如 今 ，国 网 兰 州 供 电 公 司 西 固 供 电

分 公 司 将 对 崔 秀 兰 的 帮 助 工 作 进 行 拓 展

和 创 新 ，在 营 业 厅 建 立“ 老 年 专 柜 ”，联 合

西 固 区 街 道 、社 区 ，实 施 党 组 织 网 格 、供
电 服 务 网 格 、社 区 治 理 网 格“ 三 网 融 合 ”
服 务 。 针 对 独 居 老 人 建 立 用 电 信 息 档

案，通过用电数据变化配合社区监测独居

老人居家状况，将敬老助老服务范围持续

扩 大 。

这份光明与温暖 24 年来未中断

本报武威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金奉乾）记者近日

从武威市水务局获悉，2024 年，民勤蔡旗断面下泄水量达

到 3.74 亿立方米，超出年度下泄水量目标 0.84 亿立方米，

年度调水量为近五年最高。

蔡旗断面是地表水径流进入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的

唯一通道，下泄水量主要由西营河专用输水渠调水、石羊

河流域上游天然河道来水、景电二期工程调水三部分组

成，对缓解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用水矛盾，促进流域生态

环境改善具有重要作用。2024 年，武威市践行“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流域和区

域、上下游、干支流、本地水和外调水，合理调度水资源。

积极与省景电中心沟通，及时做好景电工程调水各项工

作，2024 年春季调水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启动，春夏季连

续满负荷、大流量调水 114 天。加快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

程建设，合理安排工期，提速建设进度，工程当年开工、当

年建成投运，2024 年 11 月 2 日启动秋冬季调水，至蔡旗断

面调水量 8500 万立方米。

同时，加强西营河专用输水渠调度，凉州区水务局合

理制定西营灌区灌溉计划，根据雨水情适时调整调水方

案，保障向下游的民勤蔡旗断面调水。加强天然河道下泄

水量调度，武威市水务局积极与气象部门协调沟通，及时

掌握雨情信息和上游来水情况，西营、金塔、杂木河联合调

度、集中流量、集中时段下泄，提高输水效率。2024 年全市

降雨 338 毫米，较常年同期增加近三成，有效增加了天然河

道径流，向蔡旗断面下泄水量 1.67 亿立方米。

2024 年 民 勤 蔡 旗 断 面
年度调水量创近五年最高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张小兵

时下，来到位于华亭市砚峡乡东

沟社区的林麝产业示范园，林麝的“住

所”整齐排列，一只只林麝或悠然进

食，或跳跃玩耍，或安然静卧。

“别看林麝小，它可是增收致富

的‘宝’。”砚峡乡慧源麝业负责人赵

建刚至今已有 10 年的养殖经验，“林

麝产的麝香是十大名贵药材之一，目

前全国需求量大，市场供需缺口大，

养殖前景非常好。”

“林麝虽然金贵，但养殖简单，每

顿只吃三两饲草，可以吃莴笋、南瓜、

胡萝卜。”说起林麝养殖的效益，赵建

刚算了一笔增收账，“养殖一对林麝，

一只公麝一年产麝香约 20 克，价值

8000 元，一只母麝每年产两只崽，价

值 4.5 万元，一年共收入 5.3 万元。”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砚峡

乡主动求变，积极探索，走出了“壮大

牛药果、培优鹿麝蜂”的产业发展新

路径，林麝养殖已成为引导全乡特色

产业发展的首要产业。

“2015 年我们引进林麝产业，成

立养殖公司 1 家，养殖林麝 5 只。经

过 多 年 发 展 ，如 今 全 乡 林 麝 养 殖 企

业、大户已达到 11 户，林麝存栏 1300

只，相继建成慧源、昌源、陇跃、森沐 4

个林麝产业发展示范点和占地 220

亩的林麝产业示范园。”砚峡乡干部

张小勇介绍。

近 年 来 ，东 沟 社 区 通 过“ 支 部 引 领 、企 业 合

作 社 支 撑 、能 人 带 动 、村 集 体 和 群 众 参 与 ”的 联

农 带 农 模 式 ，健 全 林 麝 产 业 供 应 链 ，通 过 签 订 饲

料 订 单 、土 地 资 源 入 股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等 方 式 ，

使 养 殖 企 业 与 群 众 之 间 建 立 利 益 联 结 关 系 ，辐

射 带 动 更 多 群 众 参 与 林 麝 养 殖 ，探 索 走 出 了 一

条富民新路径。

为进一步提升林麝繁育质量、优化种源、增强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力，经砚峡乡政府积极衔接

争取，2023 年，在东沟社区建成华亭市林麝专家工

作站和产学研服务中心。

走进林麝养殖产学研服务中心，明亮的展厅里

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工作站特聘 10 名技术人员组

成林麝专家团队，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培

训和知识讲座，为群众提供养殖方面的技术支持。”

东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闫钰介绍说。

近年来，华亭市大力发展林麝产业，在规划审

批、场区建设、技术支撑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务，形成

了以砚峡乡为核心的林麝产业孵化园，规划建成西

华镇千只林麝养殖示范基地，现有林麝养殖场（企

业）18 户，分布在砚峡、上关、安口、马峡、西华等 5 个

乡镇。

“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全市推行‘科研所+协会+

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引导成立林麝协

会，与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签订林麝科学养殖技术研

究试验基地协议，建成林麝产业专家工作站。”华亭

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杨海亮介绍说，通过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基地务工等方式，带动周边群众 1200 多
人到场就业、季节性采摘林麝饲料，人均月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

为了提升林麝养殖的科技化水平，华亭市还组

建林麝养殖专业技术团队，为全市林麝规范化、标

准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如今，华亭市林麝养殖规模达 1800 余只，林麝

培 育 繁 殖 率 较 同 行 业 上 升 25% ，产 麝 香 率 提 高

20%，林麝产品、养殖技术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林

麝养殖俨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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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冬日的夏河县桑科草原上，几匹骏马正

悠闲地进食。

夏河县桑科镇是养马大镇，全镇 1746 户

牧民家中几乎家家养马，平均每家有两匹马。

以前，这里的牧民以畜牧业为生。近几

年，桑科草原生态环境逐渐好转，越来越多

的游客前来旅游度假。部分牧民把自家马

匹牵到草原上，供游客骑乘游玩。

每 到 夏 季 ，这 里 人 流 如 织 ，骏 马 嘶 鸣 。

随之而来的是垃圾增多、管理混乱、服务欠

佳、安全系数低等隐患。

一方面，是发展“马背经济”的商机；另

一方面，是无序发展所产生的隐患。

如何破局？深思熟虑后，桑科镇党委政

府开始谋划依托骏马发展村集体经济。

桑科镇探索建立“党委牵头一支部管理一

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整合曼玛村、地仓村、

岗岔村、多玛村村集体经济资金 247 万元，于

2024年 6月建成集游客服务、马匹租赁体验、

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乘马服务中心。

乘马服务中心需要马匹，镇村党员干部

带头将自家马匹送到乘马服务中心，又挨家

挨户给牧户做工作，把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好

处讲清楚，争取得到群众的支持。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参

与下，桑科镇乘马服务中心实现“开门红”。

自投入运营以来，已接待服务 3.2 万人次，带

动周边 120 户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累计实

现收入 105.6 万元。

在乘马服务中心的木板墙上，悬挂着文明

新风岗、环境卫生监督岗、社会治安维护岗3个岗位牌，每

个牌子下面都有两名党员干部的照片、姓名等身份信息。

墙上还有曼玛村、地仓村、岗岔村、多玛村 4 个村

党支部书记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写着一句话：如果您

需要帮助，请联系我们，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这句话是我们的承诺，游客有任何事都可以找到

帮助他们的人。”桑科镇党委书记张金平说。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桑科镇创新打造“牧旅先

锋·红色驿站”，组织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

愿者，为游客和群众提供旅游咨询、翻译、应急保障等

便民服务。驿站设立以来，共有 100 多名党员参与，提

供服务 3600 余人次。

在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草原上游客越

来越多，诸多本地人也来到中心附近做生意。

曼玛村村民卓玛才让在乘马服务中心附近经营着

一家合作社，主营奶茶、酥油点心、藏族服饰，2024 年

收入达 300 万元。

“群众收入增加了，游客骑乘体验感也更好了。”张金平说。

如今的桑科镇，正在探索以乘马服务中心为依托、

红色驿站为核心、骑乘项目为主导，露宿、餐饮、观光、

购物、摄影等为支撑的“1+1+1+N”产业模式，让牧民

群众在家门口鼓起“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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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红色岷州·秦源十里”首届冰雪旅游节的开幕，不少游客和冰雪爱好者前来感受冰雪运动魅力，带动当地冰雪经济快

速升温。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马万安

本报嘉峪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

者于晓明）记者从嘉峪关市水务局获悉，

近日，讨赖河嘉峪关安远沟至嘉酒分界

线段水系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竣工验

收会议召开。作为 2020 年省列重大项

目 ，该 项 目 于 2020 年 8 月 开 工 建 设 ，

2023 年 10 月完工。经过一年的试运行

已具备验收条件。按照《水利水电建设

工程验收规程》，嘉峪关市水务局通过了

该项目的竣工验收。

验 收 委 员 会 由 省 水 利 厅 讨 赖 河 流

域水资源利用中心，嘉峪关市发改、财

政、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和

嘉 峪 关 市 水 投 公 司 负 责 人 组 成 。 验 收

委员会认为，讨赖河嘉峪关安远沟至嘉

酒 分 界 线 段 水 系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工

程已按设计要求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工

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工程资料齐全、

规范，满足档案归档要求，工程试运行

期间运行状况良好；运行管理机构、人

员已落实，运行管理制度健全，同意通

过竣工验收。

讨 赖 河 流 经 嘉 峪 关 市 32.08 公

里 。 讨 赖 河 嘉 峪 关 安 远 沟 至 嘉 酒 分 界

线 段 水 系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通

过 水 系 及 绿 植 布 置 ，可 以 形 成 景 观 水

面 、滨 河 公 园 、湿 地 公 园 ，同 时 加 强 水

环境治理，修复水生态，提升城市生态

环境，推动讨赖河两岸高质量发展，配

套 服 务 中 核 四 〇 四 生 活 保 障 基 地 建

设，推动嘉峪关市经济高质量、高水平

发展。

讨赖河嘉峪关安远沟至嘉酒分界线段
水系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通讯员 成 回

隆冬时节，走进甘南州各乡村，农业大

棚鳞次栉比，农家小院干净整洁……

近年来，甘南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思路，

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加速升级特色产业，持

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

富裕和美的新农村，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打造和美乡村

在甘南州合作市卡加曼乡博拉村，一排

排错落有致的藏式民居依山而建，一条条干

净整洁的彩虹路通向村镇……

博拉村东更央启藏家乐民宿老板道吉

草迎接着远方而来的客人，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东更央启藏家乐地理位置便利、木

质藏楼装修精致、藏餐独具特色，颇受欢迎。

“以前我们村的房子破旧，环境卫生差，

在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我们建起了漂亮的新

房，来村子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日子越

过越好了。”道吉草说。

卡加曼乡结合生态文明村和旅游专业

村 建 设 ，发 展 特 色 种 植 养 殖 产 业 和 乡 村 旅

游，挖掘区域内生态、产业、旅游、文化、民俗

等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卡加曼乡的文旅发展之路不是个例，近

年来，甘南州以创建省级乡村建设示范州为

目标，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7 个，在全省率

先推进农村“八改”工程，覆盖 90%以上的自

然村。同时，建成生态文明村 2341 个，覆盖

全州 88%的自然村。

2024 年以来，甘南州进一步加快推动文

旅产业提档升级，落实国家投资资金 7.22 亿

元，创新打造以“全域全季”为形态的文旅发

展新模式，推进总投资 2.8 亿元冶力关旅游

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完善提升扎尕

那—扎古录大景区、拉卜楞—桑科大景区、

卓尼大峪沟、舟曲拉尕山等 4A 级和 8 个“小

而美”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全年累计接

待游客 2495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35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24%。

多措并举强产业

走进临潭县彩花种植加工农民专业合

作社，药香扑鼻而来，黄芪、当归、党参铺满

加工车间，药农认真地分拣、晾晒药材，一派

繁忙景象。

“合作社就在家附近，在这里务工一年

的收入有 1 万多元，还能顾得上家里。”在合

作社工作的临潭县洮滨镇总寨村村民郭秀

花说。

2024 年，彩花种植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洮滨镇流转土地 700 亩，每亩地给当地群

众流转费 800 元。

合作社负责人蒲学珍说；“2024 年合作

社带动周边近 70 户农户增收，今年我们计划

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牧民增收致富。”

2024 年 ，甘 南 州 中 藏 药 材 种 植 面 积 达

30.32 万亩，较 2023 年增加 5.82 万亩，同比

增长 23.76%。

在碌曲县李恰如种畜场，从青海引进培

育的 34 头顶级种公牛正吃着草料，目前，已

有 17 头母牛成功受孕。

“ 经 由 顶 级 种 公 牛 配 种 养 殖 出 的 牛 犊

品 质 好 ，我 们 在 辖 区 牧 户 中 组 建 了 4 个 合

作 社 ，通 过 家 庭 牧 场 的 方 式 ，由 种 畜 场 提

供 优 良 的 种 畜 ，在 牧 户 的 家 庭 牧 场 里 进 行

繁 育 牛 犊 ，从 而 提 升 牧 户 牛 犊 的 品 质 ，进

一 步 增 加 牧 民 收 益 。”李 恰 如 种 畜 场 负 责

人李仓寿说。

2024 年以来，甘南州加快传统特色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出

栏各类牲畜 220 万头只，牛奶产量 10 万吨，

肉产量 11 万吨。

甘 南 州 还 加 快 推 进 以 牦 牛 、青 稞 为 主

的“8+1”特 色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总 投 资

3.22 亿 元 的 夏 河 县 草 原 畜 牧 业 转 型 升 级

试 点 项 目 ，累 计 下 达 中 央 预 算 内 资 金 1.15

亿 元 ，完 成 总 投 资 的 70%。 全 州 建 成 万 头

牦 牛 养 殖 基 地 5 个 ，千 头 牦 牛 养 殖 基 地 10

个 ，牦 牛 繁 育 核 心 群 达 150 个 ，舍 饲 牦 牛

达到 20 万头。

在青稞产业发展方面，选育出甘青系列

青稞新品种 16 个。成功打造了“扎尕那”“桃

渊紫”“云端羚城”等青稞品牌，认证青稞系

列绿色食品 15 个，入列“甘味”品牌 2 个。

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走进临潭县新城镇甘南海羚有限公司

工服和工鞋加工车间，周边各乡镇的能工巧

妇正在裁剪缝纫。

甘南海羚安全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是由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帮扶的企

业 ，公 司 以 设 计、生 产 和 销 售 工 服、工 鞋 为

主。公司现有职工 100 多人，其中带动建档

立卡脱贫户 50 余户。

该公司的成立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

业问题，同时带动了零售、物流、餐饮、文化、

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

家住新城镇东南沟村的许月巧，来到甘

南 海 羚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5 年 ，已 成 为 车 间 主

任。公司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薪资原

则，严格落实计件薪酬模式，目前许月巧从

初进厂的 2000 元月工资，已经上涨到每月

7000 多元。

2024 年 以 来 ，甘 南 州 加 大 到 户 产 业 奖

补、经营主体带动、金融资金支持、农业保险

兜底等产业帮扶力度，不断拓宽脱贫劳动力

增收渠道，坚持党建引领促进组织振兴，全

州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甘南州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见闻

沃野田畴绘新景 乡村振兴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