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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蔡勤学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9
月1日8时3 0分逝世，享年
71岁。

蔡勤学，男，汉族，1953年
10月生，甘肃宕昌人，1975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0
月参加工作，甘肃师范大学政
史专业毕业，1977年至1980年
在宕昌县理川中学任教；1980
年至1986年先后在宕昌县多
种经营办公室任干事、沙湾乡
任乡长、书记；1986年至1996
年先后任礼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康县委副书记；1996年至

2000年任陇南地委宣传部副
部长兼精神文明办主任；2000
年至2007年先后任陇南行署
人事处处长，兼任行政学院副
院长，陇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人事局局长兼任行政学院副
院长；2007年1月当选陇南市
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2011年11月任陇南
市副地级干部；2013年12月退
休。2015年在陇南市第三届
慈善协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会
长工作至生命最后一刻。

陇南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9月2日

蔡勤学同志因病逝世

本报通讯员 陈 佳

初秋时节，俯瞰康县大地，只见一座
座标准化食用菌大棚错落有致地分布在
山间，一块块食用菌种植基地纵横交错，
菌农正在田间劳作。

走进康县长坝镇福坝农业产业科技
示范园，只见黑黝黝、肥嘟嘟的黑木耳竞
相“绽放”，洁白如玉的秀珍菇从一个个
菌棒的小孔里“钻”出来，还有黄灿灿的
金耳，朵大肉厚的灵芝、黄纵菌等各类菌
种都已到收获的季节，农户们正忙碌地
穿梭其间采摘菌类。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上千个订
单，现在全公司都在加班加点赶制产
品。”康县食用菌种植带头人、福坝农业
产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杨满辉说。

“后天发力”用足“先天优势”

康县冬暖夏凉、空气湿润，林下土壤
肥沃，山泉水丰富，典型的亚热带向暖温
带过渡性气候，为食药用菌生长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康县食用菌种类非常丰富，木耳、
香菇、天麻、羊肚菌、牛肝菌、竹荪、猴头
菇等一系列珍稀菌类都适宜在康县生长

且品质上乘，而且现在通过科技助力，将
这些菌类得以批量生产，为群众增加了
不少的收入。”杨满辉介绍说。

作为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食用
菌种植具有“短、平、快”的特点，是康县
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近年来，为了
进一步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康县坚持
走科技兴农、绿色发展之路，积极与省科
技厅专家团队合作，在专家团队的精心
指导下，康县食用菌产业向特色化、规模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成为当地促进群众
就业增收的有效抓手。

“食用菌产业是我们镇的优势主导
产业，2023年全镇发展袋料木耳基地29
处，袋料木耳、香菇菌袋累计投放400多
万袋，预计收获成品黑木耳等食用菌共
计50万斤，产值达1500多万元。”康县碾
坝镇党委书记熊涛说，“县里给予了一定
的产业奖补资金支持，群众尝到了甜头，
发展产业的劲头越来越足。”

截至目前，康县食用菌总量达1269
万袋，椴木食用菌10万架以上，食用菌总
产量达642.9万公斤，产值约2.15亿元，新
建60亩食用菌生产大棚，产业化种植菌
类24类130个品种。其中，“康县黑木耳”
品牌产品因质量好、品质优和畅销度更
是进入了“中国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100

强”名单，品牌估值达0.38亿元。

“三产融合”做足品牌文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用菌产业
是康县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
的特色产业，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
上，如何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如何让食用菌产业一步步从“低小
散”走向“高精尖”，从“脱贫产业”
走向“富民恒业”？康县按照做优做强
特色食用菌、做特做精珍稀食用菌、做
好做大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的工作思
路，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打好科技成
果转化供给、需求、服务、保障“组合
拳”，着力强化品牌打造、机制构建、
要素保障和综合效益，初步形成了多元
化全产业链食用菌产业发展体系。

截至目前，康县共有康元、金强、康
垚等食用菌品牌5个，涵盖木耳、金
耳、天麻、香菇、羊肚菌等食用菌系列
产品12个，康元生物有限责任公司等企
业已成功转化灵芝袍子油胶囊、蛹虫草
粉片、菌苷肽口服液、浓缩猴头菇片等
科研成果，以天麻研发为主的食药用菌
项目正在强力推进中。

采摘食用菌、参观展示馆、品尝特色

宴、购买食用菌产品。今年，长坝镇福坝
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旅游，成了福坝村旅游的新亮点。

“我们在大力发展食用菌提取产品、
冻干食品、调味品等加工业，推动食用菌
产业向深加工转变的基础上，推动采摘、
餐饮休闲、文化旅游等多业态融合发展，
全力推动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培
育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食用菌产
业链。”康县食用菌中心副主任王和飞告
诉笔者。

同时，康县把食用菌特色餐饮和文
化旅游融入城乡发展规划中，打造了一
批天麻小镇、木耳小镇等以食用菌生态
观光、采摘体验和饮食文化为主题的精
品旅游线路，开发了“天麻宴”“菌菇
宴”等特色餐饮，并通过食用菌企业电
商平台、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心（站），
不断加大食用菌生态观光、采摘体验、
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文旅产业培育力度，
推动食用菌产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22年，康县实现旅游收入9.6亿元，食
用菌综合产值达2.15亿元。

康县：“小菌菇”成富民大产业

本报记者 刘国庆

“曾大爷，我们又来看您了，最近身体怎么
样？上次走访得知您做饭不太方便，今天带了
油茶，记着早上冲着喝。”这是宕昌县城关镇新
城社区干部走进关爱对象家开展“一老一少一
弱一困”特殊群体关爱服务的情景。

宕昌县将“结对关爱”与“三抓三促”行动
紧密结合起来，围绕群众“急难愁盼”，进村入
户开展“爱心扶孤”行动，与关爱对象“面对面”
“手拉手”“心贴心”开展关爱帮扶，尽心尽力解
决关爱对象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每一
位关爱对象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县政府领导和办公室干部当好“爱心家
人”，开展走访探视50人次，开展联系交流80
余人次，为结对关爱对象送去慰问金、营养品
和学习用具等。

县委组织部27名组工干部做示范、作表
率、树形象，主动与帮扶村弱困对象进行“一对
一”帮扶，落实“4+2”“四必到”，开展帮扶政策
上门宣传49人次，开展集中走访慰问3批次，
解决实际问题13件。

团县委组织5名孤儿免费参加青少年夏
令营并持续跟进帮扶，帮助孤儿健康成长。县
民政局推行“讲政策、听困难、查隐患、解难题”
的“四步工作法”。县人社局高度重视残疾人就
业帮扶，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
性岗位安置残疾人就业328人，残疾人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87人。

县法院组织干警64人次深入三个村开展
帮扶，摸清关爱对象基本情况和困难需求，着
力解决好他们最紧迫、最急需的现实问题，共
为民办实事7件。县妇联干部协调青岛市妇联
为困境残疾人、孤儿筹集爱心物资和捐款。

“活水计划·宕昌书香小屋行动”得到了各
级领导重视、基金会老师认可、社会各界支持、
困境儿童受益。同时，创新“新阶层+公益”模
式，让100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沐浴在爱的阳
光下茁壮成长。

据悉，自全省“结对帮扶·爱心甘肃”
工程启动以来，宕昌县全方位摸排底数，精
准掌握结对干部信息，准确核查界定关爱对
象，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省、市、县
三级干部、部分社会组织6021名爱心人士参
与结对，紧盯“一老一少一弱一困”特殊群
体，切实将关爱行动做细、做深、做实，不
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截至
目前，为三类关爱户落实政策4235件，帮助
解决困难474件，帮办实事633件，资助资金
20.7万元，向上反映要求解决的困难695件。

两当县广金工作站利用当地林区温差大、气候湿润的特点，引导群众种植以西洋参、猪苓、天麻等为
主的中药材1300余亩，目前已有56名党员成为产业致富带头人，吸引10名青年回乡创业，年产值达2000余
万元，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图为农户在查看西洋参生长情况。 本报通讯员 马卫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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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油橄榄浑身是宝，目前，陇南油橄
榄已开发出橄榄茶、橄榄菜、橄榄保健
品、橄榄护肤品等十大类80多种产品。”
在赵海云看来，油橄榄还有更多可以开
发的空间，他和他的团队也将会一直致
力于油橄榄新产品研发工作中。

“群众的笑脸才是我最大的成就”

小小一株苗，承载了农业科研人的
喜怒哀乐。“当看到经我手培育出的种
子在地头丰收，心中那种快乐，无法用
言语表达。”赵海云说。

20多年来，赵海云始终辛勤工作在
农业科技推广第一线，他积极与国家外
国专家局、中国林科院等单位合作，邀请
西班牙、以色列等油橄榄专家来陇南进
行交流，开展新设备、新品种引进和推广

工作，解决了油橄榄栽培、加工等难题，
还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对油橄榄种
植户开展技术培训，帮助解决技术疑难
问题，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武都区油
橄榄种植面积达到57.6万亩，鲜果产量
4.6万吨，生产特级初榨橄榄油6200吨，
均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综合产值达
28亿元，带动27个乡镇320个村约4.5万
名种植户增收，人均增收达到4000多元。

今年，全市以实施特色农业三年倍
增行动计划为抓手，以开展“三抓三促”
行动为载体，全面推动核桃、花椒、油橄
榄三大经济林特色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随着油橄榄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和产业链
建设的深入推进，油橄榄产业发展成效
显著增强，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全产业链
营收能力得到提高，油橄榄已从一株苗
发展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

产业。
“群众增收增产高兴了，就是我做这

份工作最大的成就。”赵海云说。

“漫山遍野的绿，就是对我工作的
最大肯定”

初秋时节，白龙江畔，到处是一片片
浓郁的“橄榄绿”。而这道美丽的风景中
也有赵海云和他的团队的辛勤付出。

“油橄榄起初并非按经济林来培育，
而是当作水土保持树种来发展，只有国
有林场栽种了几十亩，用于油橄榄试
验。”赵海云回忆说。

1964年，油橄榄由周恩来总理从阿
尔巴尼亚引进中国。1975年，武都开始引
种试验栽培油橄榄。截至目前，全市种植
油橄榄90多万亩，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油
橄榄种植基地，主产区约40万人从这个

特色产业受益，人均增收4000元左右。
40年间，陇南油橄榄实现了从零星

种植到遍地开花的巨大转变。
“种植油橄榄不仅能让荒山披绿成

林，减少灾害，还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赵海云说，农民自发将油橄榄种进
干旱的山坡地和荒山荒坡，倒逼科研人
员研究增强油橄榄抗性的方法，这也成
了陇南油橄榄开疆破土的重要转折。

油橄榄树多了，陇南政府也培育建
起加工油橄榄的企业，经济效益逐渐显
现。经过政府引导，目前，陇南形成了山
座连片种油橄榄、山腰种花椒、高山种中
药材的模式。

如今，油橄榄在陇南已从一株苗发
展成一片林，橄榄树也成为当地群众的
致富树，而赵海云也从“油橄榄小白”变
成了“行走的油橄榄活词典”，一直在为
群众栽种致富树“添枝加叶”。

宕昌讯（记者刘国
庆）风吹麦田起金浪，又
到一年秋收时。9月1日，
位于高寒山区的宕昌县兴
化乡柴家庄千亩燕麦正式
开镰收割，农户们忙碌地
穿 梭 田 间 尽 享 丰 收 的
喜悦。

眼下，柴家庄村连片
耕地里浓郁的麦香弥漫乡
野，而两年前这里还是荒
草丛生的撂荒地。

产业兴，百姓富。近
年来，兴化乡立足实际，
瞄准农村土地撂荒问题，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撂荒地
复耕复种，全力做到应耕
尽耕、应种尽种，向撂荒
地要效益，促进撂荒地重
现生机。

“在撂荒地整治中，
我村结合田间道路、产业
路配套建设、一体推进，
让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打通
了，撂荒地也得到全部复
垦。如今方便宽敞的大
路，村民们愿意上山务农
了，就连农用车、旋耕机
也能直接开到山上的地里
了。”珍卓子村特色产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
雪勤说。

党建引领发展特色产

业，多元融合赋能乡村振
兴。兴化乡党委书记韩立
宏介绍道：“我们乡立足
草原资源优势和产业基
础，创新集体经济经营模
式，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筹
措资金，对相对集中的撂
荒地进行土地流转，实施
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因
地制宜种植粮经作物，做
大做强村集体经济。这几
天，柴家庄村马槽沟的
1000亩燕麦，郭家庄村、
常家庄村的油菜，珍卓子
村的小麦正在紧张抢收当
中。”

产业兴旺是农民致富
之源，乡村振兴之根基。
今年以来，兴化乡开展
“三抓三促”行动，全面
构建多元增收产业体系，
推动撂荒地变成“致富
田”，让“沉睡”土地焕
发出活力，保障群众的
“粮袋子”“菜篮子”。
截至目前，兴化乡治理撂
荒地3400亩，药材、燕
麦、油菜、小麦、玉米，
艾草等特色种植业稳步推
进，牛羊养殖等特色养殖
业效益明显，呈现出提质
增效、齐头并进的良好
局面。

宕昌县兴化乡：

荒地变良田 燕麦喜开镰

文县讯（通讯员徐子杨）
近日，文县山野菜出口发车仪
式在碧口镇举行。本次出口韩
国20吨紫苏叶、寒葱等深加工
山野菜，拉开今年文县山野菜
出口序幕。

近年来，文县高度重视外
贸工作，着力开拓农特产品国
际市场，外贸出口实现突破性

发展。
“此次出口韩国20吨紫

苏叶及寒葱，分别实现了
2.5275万美元和6.426万美元
外贸创汇，预计今年将陆续
发出600吨农特产品，总产值
预计可达300万美元。”文县
富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东说。

文县：

20吨山野菜出口韩国

本报讯（记者海秀芳 王
乐）9月2日，成县“‘核’你一起，
助农增收”核桃采摘活动在成县
大路沟核桃科技示范园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是2023年
成县“‘核’里‘桃’金，助农增收”
主题宣传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活动旨在大力宣传推介成县核
桃，全面提升成县核桃知名度和
影响力，多渠道增加成县核桃对
外销售，有力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

近年来，成县坚持把核桃
产业作为全县的主导型特色产
业，紧紧围绕“规模化发展、

品种化栽培、园艺化管理、产
业化经营”的“四化”发展目
标，通过扩基地、强管理、抓
改良、重示范、树品牌、拓市
场，使全县核桃种植达到51万
亩、1100万株，建成了11条万
亩核桃林带，34个丰产示范园，
200个核桃专业村，农民户均栽
植核桃200株、人均50株，核桃
产业已成为成县种植规模最大，
受益人口最多的优势特色产业。
2023年成县预计核桃坚果产量
4.16万吨，产值5.22亿元，较
2022年核桃产量产值分别增加
了0.4万吨、0.79亿元。

成县“‘核’你一起，助农增收”

核桃采摘活动举行

西和县卢河镇草川村的生态农场内村民在管护订
单辣椒。今年，西和县辣椒种植面积达9880亩，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民”的经营模式，与每个家庭农场签订合
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确保村民辣椒种得下、卖得出。

本报通讯员 常 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