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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周 密
梁云霞

乞巧时节，走进西和县石堡
镇包集村文化广场，身着彩衣的
巧姑娘排着长队，唱着乞巧歌，
虔诚乞求巧娘娘赐福。跳麻姐
姐、照花瓣等传统乞巧节目纷纷
呈现，来自四邻八村的群众喝彩
不断，现场热闹非凡。

许芸静，是包集村乞巧队伍
中的一名成员，参与此次乞巧，
不仅丰富了假期生活，体验到乞
巧节的欢快氛围，还学习到很多
乞巧文化的传统知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乞巧
节，跟着我们村的乞巧传承人学
到了很多乞巧文化知识，也让我
知道乞巧节是女儿节，是一个欢
快、喜庆的节日，我很高兴参加
这次乞巧节。”许芸静说。

为了让乞巧传统文化薪火相
传，西和县各村传承人在乞巧前
一个月就积极组织动员小女孩参
加，并与村内其他妇女们一起为
乞巧队伍自排自练各种乞巧节
目，尽可能地将乞巧的每一个节
目、环节完整呈现给群众，同时
也让年轻妇女及小姑娘学习并传
承下来。

“一年一度的乞巧女儿节，
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包集
村乞巧传承人张连英高兴地说，
“我作为乞巧传承人，会把古老
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特别是把
接巧、拜巧、照花瓣、卜巧、送
巧程式给大家教会，把这些民俗
文化传承下去。”

近年来，西和县把美丽乡村建设和打造文旅融合康养
示范村建设深度融合，利用乞巧女儿节传统文化影响力，
挖掘自身各类旅游资源，完善旅游产业功能配套设施，吸
引了全国各地群众前来旅游消费，促进了旅游业转型发展
提质升级，同时，坚持做优做强多元化富民产业，不断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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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康县寺台镇黄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村民正在采收向日葵。今年春季，黄庄村将
20多亩撂荒地整治后种植了具有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向日葵，预计可实现产值2.4万多元。

本报通讯员 马步虎 摄

宕昌县：

安全课堂让孩子远离烧烫伤隐患
宕昌县（记者刘辉）近日，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烧烫伤关爱公
益基金和县民政局的支持下，宕昌
县举办“守护儿童远离烧烫伤”暑
期安全教育科普课堂，50余位萌娃
在社工及志愿者和幼儿园老师的陪
伴下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社工讲师通过现场提
问，让在场的孩子思考生活中的烧
烫伤源都有哪些，同时通过学习
《远离烫烫小怪兽课堂》让孩子们
学会识别生活中的烧烫伤源，告诫
孩子们要远离生活中的烧烫伤源；
还通过感温贴小实验，让孩子们了
解产生烧烫伤的热源温度，最后通

过情景模拟小剧场，让孩子们学会
并牢记“冲、脱、泡、盖、送”烫
伤急救五步法。参与活动的幼儿园
唐老师说：“社工讲师生动形象地
将预防烧烫伤的知识传授给我们，
我们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加入相
关课程，给更多的孩子科普预防烧
烫伤知识，让更多幼儿远离‘烫烫
小怪兽’。”

活动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结
束，社工还为小朋友们发放了感温
贴、印有防晒烫伤宣传语的储钱
罐、气球、宣传折页等小礼品，希
望小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远离烧
烫伤，健康快乐地成长。

窦小霞遗失驾驶证，证号：
622621197904073223，现声明
作废。

何有财遗失驾驶证，证号：
622621198904203037，现声明

作废。
文县九洲医院遗失文县九洲

医院卡受理专户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文县九洲医院遗失王清水私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孙爱军遗失驾驶证，证号：
62262119800418351X，现声明
作废。

挂 失

本报讯（记者张美乐）按照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部署要求，我
市公安经侦部门以“陇剑”系列专
项行动为抓手，以维护经济金融秩
序安全稳定为目标，立足提升群众
安全感，超前防范，严厉打击各类
经济犯罪。自行动开展以来，受理
金融领域犯罪19起，立案11起，挽
回损失5021.43万元，协助清收1.81
亿元；立涉企涉品牌犯罪案件10
起，破案4起，挽回损失1148.86万
元，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打防并举全面防范金融风
险。全市公安经侦部门牢固树立
“防范在先”的理念，常态化开展
金融领域风险排查整治行动，重点
排查汽贸租赁、合作社、投融资中
介机构、房地产等重点领域，实地
走访企业30次，排查各类风险主体
25家，化解涉企矛盾纠纷6起，对

相关信息分析研判，建立台账，形
成“风险清单”。二是数据赋能强
力突破大要案件。全市公安经侦部
门以“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
为引领，组织开展“陇剑”“云端
2023”等专项行动。在“陇剑2
号”专项行动中，与税务部门建立
警税协作机制，制作警税协作备忘
录，整合数据资源、强化信息研
判、全力追赃挽损。三是主动作为
全力维护经济发展。积极组织全市
公安经侦部门对办理的涉民营企业
案件开展执法问题排查整治行动，
在执法办案程序、证据收集、法律
适用、资金冻结、强制措施等方面
重点开展监督，对发现的执法办
案问题及时限期责令整改，最大
限度避免因执法办案对企业正常
经营造成影响，切实维护法律公
平正义。

我市经侦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

由于本人法律意识淡薄，于
2022年9月9日，在宕昌县龙海雅
居隔壁东门附近自助销售点的销

售行为，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
此，我感到十分后悔，并对自己
的行为向大家真诚道歉，今后我
将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做一位
守法公民，不再做任何违法
之事。

致歉人：杨专民 翁家辉
2023年8月24日

致 歉 信

入汛以来，甘肃省陇南公路应急保障与路网监测中心以“协调统一、
各尽其职，上下联动、步调一致”为指导，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应
急值班制度，保证通讯畅通和监测调度系统完好，确保公路突发事件信息
上报的及时、准确、规范、全面。 李学科 摄

本报通讯员 王肖晶 黄骊珠

春暖花开时在坪垭藏族乡赏千亩
油菜花海，炎炎夏日在清凉舒适的万
象洞感受一眼万年，秋高气爽时漫步
于张坝古村落寻找记忆中的乡愁，银
装素裹时在金马池感受林海雪原的壮
美辽阔……武都好似一个藏在深山人
未识的“复杂宝贝地带”，一路绚丽
的自然风光和多样的风土人情，让武
都也乘着文旅融合的东风将自己的面
纱层层掀开，吸引了众多游客花费更
多时间驻足停留、慢酌细品。

今年以来，武都区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全国知名的
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和西部地区极具魅
力的生态康养中心，推动形成百亿级
生态康养和文旅产业集群。截至目
前，接待游222.29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12.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6.13%、142.54%。

武都区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
白 龙 江 中 游 ， 全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30.91%，作为裕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园区所在地，
境内文旅资源富集，其中各类景观
235个、非遗保护名录152项，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万象洞享誉“华夏第一
洞”，朝阳洞、千坝牧场、裕河秘境
等与天水麦积山、陕西青木川、甘南
腊子口、四川九寨沟连成一条旅游热
线。随着武罐高速、成武高速、兰渝
铁路、渭武高速建成通车以及武九高
速、天陇铁路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武都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成为甘肃
向南开放的“桥头堡”。

在景区建设中，武都区坚持规划
引领，不断开拓文旅产业“新高
地”，全区上下树牢“大旅游、大景
区、大经营”理念，构建“一心服
务、两带串联、六区支撑”的空间布
局，以万象景区为龙头、金马池和裕
河景区为两翼，将A级景区和乡村旅
游景点串点连线、由线扩面、网状辐
射，形成集观光旅游、洞穴探险、休
闲度假、冰雪运动等要素为一体的全
域旅游大格局。

走进万象景区项目建设现场，伴

随着机器轰鸣声，工人们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施工作业，扑面而来的不仅
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还有大干
快干的奋进热潮。

“为了加快万象景区项目建设进
度，进入夏季以来，我们适当调整施
工时间，保证工人有充足的精力进行
施工。按照整个项目工期来算，古建
筑已经完成了80%的工程量，室外装
修、室外配套设施也进入大面积施工
时间，预计在10月底基本完成施
工。”万象景区苏坝民俗文化街区建
设项目（西区）项目总工胡兹良说。

据了解，万象景区建设估算总投
资约11亿元。截至目前，一期建设工
程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完成投资约4.3
亿元。同时，招商引资项目瑶池温泉
大酒店、江南印象文化博览园也已经
全面开工建设。

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设施，
武都区立足“覆盖城乡、全民共享、
实用便捷、富有特色”的定位，加快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近三年来，武都
区投资3.73亿元，实施文旅交通工程

269项，构建“快进”“慢游”旅游
交通网络。实施重大项目带动工
程，全年谋划实施文旅康养项目24
个，总投资16.04亿元，开复工率达
100%。储备招商引资项目5个，概算
投资7.8亿元。同时，主动扩大“朋友
圈”，积极融入川渝经济圈，组建陕
甘川毗邻地区（九寨沟—陇南）文旅
环线战略联盟，按照“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宗旨，携手共建
陕甘川毗邻地区全域旅游经济圈。实
施文旅消费提质扩容行动，大力建设
特色商圈和商务集聚区，形成了一批
精品特色街区、夜间经济集聚区和网
红打卡地。2022年全区居民人均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超过2000元，占人均
消费支出比例的6 . 6%，同比增长
2.3%。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武都正以
其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全
力打造“陇上江南 魅力武都”文化
旅游融合品牌，因地制宜推进文化传
播和旅游推广，让武都成为越来越多
游人的“诗和远方”。

武都区：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共赴“诗与远方”

本报通讯员 田兴文

眼下，成县的鲜核桃迎来丰收，在成县镡
河乡的田间地头，刚采摘的青皮核桃就被收购
一空，核桃种植不仅让这里常年青山长存、绿
水长流，还让当地群众的“钱袋子”越来越
“鼓”。

走进镡河乡，漫山遍野的核桃树硕果累
累，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核桃果压弯了枝头。在
土蒿村种植户于勇的核桃种植基地，他正和家
人站在人字梯上采摘青皮核桃。

镡河乡是成县鲜核桃最早上市的地方，当
地政府提前谋划核桃的销售问题，积极与成县
核桃中心、专业合作社、电商企业提前对接洽
谈，努力让群众增产又增收。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核桃种植户们早
早地与成县镡家河生态资源开发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县寅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民小

段”联手签订了收购手摘青皮核桃的订单
协议。

“以前群众打下来的核桃剥皮晾晒，工序
很多，既费工又费时，销路还不畅。今年我们
提前谋划鲜核桃的销路，不但降低了劳动强
度，而且提高了核桃的价格。”镡河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王小斌说。

成县“农民小段”负责人段国强说：“我
们成县的核桃品质和口感都很好，受到许多新
老客户的青睐。今年我们收购的青皮核桃，加工
成核桃果之后，线上销售量已经超过1吨。”

多年来，为了促进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塑
造“成县核桃”良好的外界形象，按照县林草
局的统一安排部署，镡河乡每年都会通过高接
换优和标准化管护的方式，为核桃产业发展和
产品销售寻求突破口。截至目前，镡河乡今年
累计出售的鲜核桃已经超过25吨，产值超过6
万余元。

成县镡河乡：青皮核桃抢“鲜”上市

（上接第一版）

沈小煊表示，每个村都先作规划
后建设，不砍树、不埋泉、不挪石、
不毁草，在原有村落基础上加强乡村
风貌和乡音乡愁传承，保护古村、古
街、古楼、古坊，复原醋坊、酒坊、
豆腐坊、水磨坊、挂面坊等传统技艺
作坊，着力打造美丽乡村旅游样板，
建成了一个又一个美丽乡村。

打造全域文旅康养大景区

康县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全域
康养福地。阳坝AAAA级生态旅游风
景区属北亚热带，森林覆盖率高达
85%，这里处处茶园织锦，是中国名
茶重点生产县和西部地区不可多得的
生态旅游观光胜地。

天鹅湖湖水清澈见底，湖岸边簇
拥着墨绿的森林，古柳垂丝，竹林玉
立；月牙潭像一弯新月横卧在梅园沟

的中部；两河镇清河原始森林有“十
瀑百溪千滩”之说，明月山松青柏
秀、苍翠欲滴……

近年来，康县坚持“生态为基、
发展为要、民生为本”的发展战略和
“统筹城乡一体发展、建设生态美丽
康县、打造全域旅游大产业”的工作
思路，努力践行“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发展
理念，改善人居环境，统筹建设美丽
乡村，培育文旅康养产业。

“龙头景区推动，美丽乡村带
贫，旅游产业致富，产业围绕旅游调
结构，交通围绕旅游保畅通，城建围
绕旅游强功能，水利、林业围绕旅游
造景观，农牧、扶贫围绕旅游打基
础，工商、卫生围绕旅游强服务，文
化围绕旅游铸灵魂，不断加快旅游提
档升级步伐。”沈小煊讲起乡村旅游
滔滔不绝，建成青龙山省级旅游度假
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4个、3A级景

区2个，升级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示
范村70个。

康县打造全域文旅康养大景区，
成功入选“2022年健康中国·康养旅游
百强县”，还荣获“中国最美康养文旅
度假县”“美丽乡村旅游名县”“全国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称号。

唱响乡村旅游产业

2019年，康县被甘肃省委、省政
府确定为美丽乡村国际论坛举办地。
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中，该县坚持走
生态康养之路，绘秀美乡村画卷，按
照建设中国康养示范县目标，打造
“康养旅居·最康县”特色文化旅游
品牌，依托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良好
的生态资源优势，把乡村旅游开发建
设工作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实现了从
建设美丽乡村、管理经营美丽乡村到

打造全域旅游大景区“三部曲”的循
序推进，有效推动了全县文旅康养产
业的快速发展。

沈小煊说，按照“生态建设产业
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原则要求，
康县推进“农旅互动、工旅互通、商
旅互赢、文旅互融”，在完善“吃、
住、行、游、购、娱”传统旅游要素
的基础上，加快向“商、养、学、
闲、情、奇”新业态迈进，促进旅游
提档升级，使更多群众受益。

同时，康县统筹考虑自然景观利
用和富民产业培育，真正把美丽乡村
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融为一体，带动农村产业向多元化发
展，大打“土货”“山货”牌，依托自然资
源禀赋发展核桃、花椒、茶叶、中药
材、食用菌、土蜂蜜等多元生态富民
产业。截至2023年7月，康县乡村旅
游接待游客人数192.83万人，同比增
长82%，乡村旅游收入80988.6万元。

（上接第一版）

目前，全县共有30多家企业使
用“羌源味到”品牌，并带动了
“官鹅雅兰”“乔这一家子”“官
鹅源”等企业子品牌不断成长，扩
大中药材、农产品销售之路。2022
年通过“羌源味到”品牌效应带动
电商平台网络零售额2.77亿元，其
中宕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 . 5 7
亿元。

该中心的不远处就是注册商标
为“官鹅雅兰”的宕昌八力乡大东
山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直营

店。不大的店面里，商品琳琅满
目、整齐有序，弥漫着中药材特有
的清香。
“销量最好的还是‘中药材组

合’，黄芪茶、五宝茶、贵妃茶、
黄芪饮片最受欢迎。”负责人温成
娃介绍，直营店自2017年开业以
来，年均营业额1000万元左右，线
上线下同步“开工”，销售额是一
年高于一年。

电商“搭台”，特产“唱
戏”。如今，宕昌这片热土在电商
的带动下，正不断焕发着新活力。

宕昌：“土特产”搭上电商“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