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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徽县泥阳镇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菜农忙着采摘、装运松花菜。近年来，该示范园区丰富
种植品种，畅通产销对接渠道，稳步扩大设施农业和露地蔬菜产业规模，有力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杨建芳 摄

本报记者 刘玉玺

“现在村里要啥有啥，道路宽
了，路灯亮了，文化广场上有健身器
材，房前屋后有花园绿地，到村里来
游玩的人也多了……这在前几年，是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文县城关镇凡
昌村77岁的张林秀，近60年时间见证
着村子的发展变化。

近年来，凡昌村抢抓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机遇，聚焦“五大振兴”，
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动、群众参
与”原则，加快推进农旅融合发展，
逐步探索“富民强村、景美人和”乡
村振兴新路子；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培育形成优良的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
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园提档升
级；探索建立现代农业体系，打造
“春赏桃花、夏摘桃果、秋品柑橘、
冬闲垂钓”网红打卡地，推动乡村旅
游与特色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乡
村旅游精品，以桃为媒，大力开发乡
村旅游项目，让村里群众从中受益。

聚焦产业振兴 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凡昌村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
振兴的主攻方向，以百亩桃园为主导
产业，红桔、枇杷、垂钓、庭院经济
等特色产业齐头发展。以“2路4园”
建设为目标，完成桃园、桔园产业提

质增效，新建枇杷园30亩、垂钓园1
个5086平方米，新建拓宽桃园路4条
1100米。依托村庄区位优势，着力把
产业园打造成旅游景点，以凡昌“桃
花节”名片打造为抓手，新建缘梦桥
1座，铺设观景步道300多米，搭建观
景平台1座，完善园区设施，鼓励开
办农家乐2家。

聚焦生态振兴 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村容村貌提升，村子变得越来越
宜居。近年来，凡昌村持续深入开展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推行垃圾集中清
运试点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环境卫生
长效机制，清理整治重点区域和重点
部位12处、乱堆乱放5处、车辆乱停
乱放3处，拆除危旧房89间、残垣断
壁360米，新建垃圾收集点1处；持续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提升改造
村内“美德广场”和村内道路，新建
小广场2个，完善1个，改造油化道路
600米；持续推进道路绿化美化，就势
打造景观墙700米、景观带15处、小花
园8个、小菜园8个；持续推进生态廊道
建设，建设小景点6处、青砖垃圾屋2
座、小花园4个、小广场4个，栽植行道
树120株、摆放盆栽110盆。

聚焦人才振兴 绘就人才济济图景

凡昌村聚焦人才振兴这一关键环

节，树立“只要身上有本领，手里有
绝活，就是乡土人才”理念，让“技
能强、用得上、干得好、能帮带”的
一批“土专家”“田秀才”“能工巧
匠”，能人带高徒，一对一教导，培
养挖掘。截至目前，命名技术能手26
人，通过他们培养致富带头人18人、
技术能手16人、明白人86人，挖掘
“小吃达人”8人、“视频达人”3
人，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在乡村建设中
的“头雁”作用，实现带农致富、促
乡村振兴。

聚焦文化振兴 培育乡村文明新风

近年来，凡昌村始终把乡风文明
培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重点推进移
风易俗，梳理文明新风，实现了“讲
攀比、比排场、比阔气”到“讲知
识、比持家、比奉献”的民风转变；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推动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小事不办。依托巾帼佳美
积分超市，推动文明创建，按季度开
展“星级文明户”“最美家庭”“好
媳妇、好婆媳”评选活动；常态化开
展“一行动一活动”，组织号召志愿服
务队开展“敲门”“走亲”“会友”等行
动，关注关心关爱留守老人儿童；弘扬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广场舞队为基
础，农闲时组织群众跳广场舞，连年举
办“村晚”等文化演出活动，不仅让群
众“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子”，还要

“过上好日子、活得有面子”。

聚焦组织振兴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

凡昌村坚持以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为抓手，建强基层组织堡垒，助推乡村
振兴走深走实。大力实施党员积分制
管理，创新后备干部培养机制，配备了
8名村社干部助理；大力实施党群服务
中心提档升级，改造屋顶150平方米、
广场900平方米；积极打造村民说事
室，积极推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
作法，实现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事
直办；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行“1
+N”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多网合
一、多元共治，有效解决了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
件；大力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村庄
环境变得干净整洁、和美宜居，村民的
荣誉感和幸福感成色更足了。

如今，展开凡昌村新村画卷，呈
现眼前的是一条条柏油铺就的巷道、
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民居、一处处欣欣
向荣的产业、一张张幸福满足的笑
脸，“富民强村、景美人和”的振兴
愿景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

文县凡昌村：强村富民 绘就和美幸福底色

武都讯（通讯员焦小菊）近
日，走进武都区马营镇万亩特色
产业基地，一股淡淡的中草药香
味扑鼻而来，药农们忙着采挖、
挑选、打包，现场一片繁忙的景
象。  

“现在正是中药材的采挖时
段，我们雇小工采挖，采挖的中
药材也不愁卖，客户上门收购。
中药材前景广阔，我们非常有信
心。”种植户刘国军说。

近年来，马营镇为了发展好
中药材产业，坚持因地制宜，按
照“保品牌、调结构、强服务、
促增收”的思路，在梁塄坎村
和陈塄坎村之间打造了万亩特
色产业示范基地，种植了以当
归、党参、大黄为主的中药
材，狠抓标准化种植基地建
设，依托中药材公司、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载体，不断拓宽产品
销路，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
增效。在马营镇中药材产业还有
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实
现共同富裕。

“近年来，我们立足地域优

势，采取‘党支部+农户+合作
社’的方式，大力发展以当归、
党参、大黄为主的中药材产业，
同事，采取一系列奖补措施，鼓
励药农积极种植中药材，时下我
镇2.2万亩中药材迎来了采挖
期，预计今年产量达44万公
斤，中药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助推乡村
振兴打下坚实基础。”马营镇副
镇长王辉辉说。

据了解，武都区中药材的发
展已从最初的零星种植转变为连
片规模，现已在马营、池坝、鱼
龙、隆兴、安化、磨坝等地建成
多个万亩中药材基地和中药材加
工场，现有各类中药材1200多
种，主要包括红芪、黄芪、纹党
参、当归、大黄等，其中有“米
仓红芪”“武都黄连”“武都大黄”
“武都当归”等多种“甘味”名品，
已成为武都对外的“金字招牌”。
截至目前，武都区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22.9万亩，预计产量5.8万
吨，预计一产产值7亿元，预计
全产业链产值20.3亿元。

武都区：

22.9万亩中药材喜迎丰收

（上接第一版）

绿园村充分发挥贺龙旧居党员
教育实践基地作用，大力开展红色
文化进村社、进农家、进校园活动，
通过展览、宣讲、座谈等多种形
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结合“三抓三促”行动，理川
镇组织全镇年轻干部开展岗位大练
兵，督促年轻干部干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政策业务研究，以学促干、以
学笃行、以学增效。“绿园村通过
开展‘五模范、五示范’评选活
动，激励全镇村民形成守法文明、
邻里和谐，敬老爱幼、爱岗敬业的
良好社会风尚。”毛若栋说。

秋日，走进绿园村，移步换景，
美不胜收。

理川镇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
围绕浆水梨、粮食、中药材、高原
夏菜、草畜、劳务“六大产业”，
按照“全镇一盘棋谋划、村社多点
化发展”的思路，推行多元创收、
产业带动、资产盘活、文旅融合、
企业兴办、入股分红“六种类型”

发展村集体经济，全镇有 21个村
的集体资金入股龙头企业和产业合
作社、21个村发展种植业、14个村
盘活资源资产、2个村发展农文旅
融合产业。

党建强，产业兴。绿园村在种
植党参、黄芪、当归、大黄中药材
种植和劳务输转等产业的基础上，
积极挖掘“贺龙故居”红色旅游资
源，带动绿色发展，打造“梨花大
道”景点，今年5月，成功举办了
首届梨花会，使绿园“浆水梨”名
扬省内外，村内农家乐、农家客栈
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

如今，绿园村正成为周边游客
的打卡地。镇上以绿园村中药材产
业链项目基地为中心，成立“绿园
筑梦+电商”循环农业党建联合
体，通过理论联学、活动联办、产
业联动、效益联享，实现抱团发
展，鼓励发展“回归经济”，积极
吸引人才回归、资金回流、企业回
迁。目前，全镇已建办特色农业合
作社54个、电商实体店11个、梨园
山庄1个，吸纳就业20人，带动群
众增收85万元。

本报讯（记者董祖鑫 李
董）11月8日上午，市融媒体中心
举行庆祝第二十四个中国记者节
联谊活动，并表彰2023年度优秀
新闻工作者。副市长刘诚出席
活动。

今年以来，市融媒体中心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推动报网
端微齐头并进、文图音视一体发
展，广大新闻工作者俯下身、沉
下心，用一个个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作品，宣传新时
代、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反

映人民心声、传播中国强音，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精心组织开
展新闻舆论宣传，坚持守正创新、
向新而行，用敏锐的镜头、生动的
笔触，多渠道多形式讲讲好陇南
故事、传播好陇南声音，为建设
幸福美好新陇南贡献力量。

活动在《团结就是力量》昂
扬奋进的大合唱中拉开序幕。联
谊活动由市融媒体中心各部室自
编自导自演了朗诵、舞蹈、歌曲
串烧及情景剧合唱等节目，庆祝
这个独属于新闻人的节日。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举 行

庆祝第二十四个中国记者节联谊活动

两当讯（通讯员何玉瑞 杨
澜）随着天气日渐寒冷，为确保特
困供养人员温暖过冬，两当县各乡
镇和相关部门提前谋划、及早行
动，发放“暖心煤”，全力解决困
难群众燃“煤”之急。

近日，在金洞乡“暖心煤”发
放点，村民们早早地开着农用三轮
车在卸煤点等候，搬卸、装车、登
记……乡村干部认真核对发放对
象，一边帮村民装煤，一边宣传安
全用煤知识，增强大家的安全
意识。

金洞乡党委书记康晓棠说：
“今年以来，金洞乡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结合全省结对关爱行动，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民
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发放越冬物

资的基础上，为辖区特困供养人员
发放‘暖心煤’49吨，通过务实举
措确保特困供养人员温暖越冬。”

走进金洞乡贯沟村特困供养人
员王虎儿家中，他正忙着卸煤。王
虎儿监护人常荣辉说：“国家的政
策真好，过冬的被子、炉子、煤都
发了，今年可以暖暖和和地过冬
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二爸的关
心。”据了解，金洞乡此次为辖区
内49户52位特困供养人员发放“暖
心煤”49吨。“暖心煤”的发放，
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进群
众的心窝里。

两当县：

发放“暖心煤”保障特困供养人员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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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建芳

苦参是一味中药材，性
味苦寒。在成县沙坝镇，苦
参这味苦药材却帮助村民过
上了“甜”日子。

苦参种出“甜”日子，
在沙坝镇群众心中深有体
会。事实上，沙坝不只是种
植苦参，还有淫羊藿、连翘
等多种中药材，中药材种植
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
支柱产业。苦参产业更是在
沙坝镇扎了根、结了果、富
了民。

时下，在沙坝镇成片的
药田里，机械正在采挖苦
参。石门村群众马旺时说：
“我种了将近5亩的苦参，今
年药籽收了600斤，要卖
18000元左右，苦参让我们
的日子越来越甜！”

徐永平是开元寺村的村
民，他常年在苦参种植基地务
工，每天能挣100元左右，务工
不仅让他家脱了贫，而且经过
镇上技术人员的指导，自己也
种了3亩苦参，可采挖9吨左
右，收入52000多元。

每到苦参采挖季节，收
购商会到集中点收购，还有
许多外县的群众来购买种子，
销路畅通，产品供不应求。在
沙坝镇拐沟中药材收购市场，
场面热火朝天，购销两旺。

“今年，收购价格较往年高一些，每吨
5800元。有些群众没有机械不好挖，我们可
以买下来自己去地里挖。每天都有大概72吨
苦参从沙坝拐沟中药材收购点发出，进入郑
州药材加工厂，定点收购极大地方便了群
众，也方便了我们。”药材收购点负责人许
智康说。

沙坝镇苦参种植产业如火如荼，实现了
小种植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为沙坝镇推进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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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近日，宕昌县两河口镇新
声村村办合作社负责人韩其宏正
在加工党参。近年来，新声村党支
部发挥党建引领，依托村办合作
社，流转土地种植中药材500亩，
联合王院村抱团发展，年收购、加
工、销售中药材300多吨，纯利润
100余万元，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本报通讯员 刘治学 摄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11月7
日，市政协“加快民族乡村产业
发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双月
协商座谈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
杨春洲主持会议并讲话，秘书长
陈俊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加快民族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抓住关
键重点，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注重科学规划；突出要素集聚，
加大支持力度；激发产业活力，
推进三产融合；注重发展新兴业
态，依托乡村旅游热潮开发观光
采摘、休闲度假、农事民俗体验
等旅游项目，带动发展一批农家
乐、民宿。要注重壮大村集体经
济。要在促进民族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中展现政协作为，为促进
民族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
力，同时要促进成果转化。

会议通报了全市民族乡村产
业发展调研情况，全市民族乡村
产业发展情况。市（区）政协委
员、调研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
提出了意见建议。市民宗委、农
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
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现
场回应发言，并提出了下一步工
作打算。

围绕“加快民族乡村产业发
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调
研协商，是市政协常委会年度重
点协商内容之一。从今年8月份开
始，市政协组成调研组，在各县
区深入开展调研。

市 政 协“ 加 快 民 族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双月协商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