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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11月深秋的甘肃陇南，仍
然充满生机与活力，清澈的白龙江水潺潺流动，清风
拂过两岸的橙黄橘绿，夹裹着花香扑面而来。这片
“宝贝的复杂地带”正凭借优质的生态基础，厚植生
态后发赶超潜力，让“天然药库”“橄榄之城”“西
部酒乡”“绿色矿山”等一张张生态名片越发闪亮。

“2022年全市生态产业完成增加值129.4亿元，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3%。”陇南市委书记张柯兵介
绍，截至2022年，陇南以花椒、核桃、油橄榄、中药
材等精深加工为主体的特色产业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
以上，年产值达240亿元以上。

在矿山、冶金、新型建材、白酒工业、农产品加
工等传统优势工业领域，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推广应用清洁生产工艺，成功创建国家级
“绿色矿山”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4家，成功上
市企业3家。

在文旅康养产业上，培育“康养+农业、康养+医
疗、康养+运动”等新兴业态，成功创建官鹅沟国家
级森林公园5A级景区，新增2个4A级景区、达到17

个，28个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同时，陇南也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创建大数据产

业园，建成油橄榄数字农业、陇南绿茶质量溯源区块
链，全市网店数量达到1.4万家，电商平台入驻商家
1300余户，上架产品3万余款，全年累计电子商务销
售额369亿元。

陇南作为甘肃的绿色明珠，多年来，始终把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推动实施，以实际
行动贯彻“两山”理论，不断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高质量发展。

为更深入了解陇南，生态环境部主管《环境保
护》杂志社发起“讲好生态环保故事”之绿水青山绘
陇原媒体行活动，探寻生态陇南之路。让我们走进陇
南，听书记们讲述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的
“两山”故事。

成县：聚焦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定位
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之路

距离成县5公里的陈院镇梁楼村，于2015年，投
资5600万元，规划面积500亩，建立集特色水产养
殖、休闲垂钓、果蔬采摘、动漫游乐等为一体的生态
农业示范合作社，立足于“三变+产业+旅游+扶贫”
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实现全年产值达1100余万元。合
作社覆盖农户400余户1500余人，其中结对帮带群众
40余户180余人，吸纳周边群众务工就业超百余人，

已经享受到了“绿色经济”的发展红利。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两翼’，只有‘两翼’平衡，才能实现更可持续的
高质量发展。”陇南市政协副主席、成县县委书记王
文全说，成县聚焦“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发展
定位，坚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之
路，以“生态+”带动“产业+”“文旅+”“互联网
+”，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高效
转化。

成县位于陇南东北部，有着全国第二大铅锌矿
带，位居甘肃省大理石储藏量首位。同时，成县还是
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重要区域、甘肃南部重
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也使得其需集全县之力、汇多
方之智，探索“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之路。

王文全介绍，为推动生态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率，成县加快工业企业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改造工程实施，落实数字赋能措施，引导工业互
联网、新基建、5G在工业领域深度应用。在今年前三
季度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比上年同期下降
3.35%，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保效益双赢。其
中，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家级“绿色工
厂”和“绿色矿山”的水泥企业，2015年建成陇南电
网第一座余热发电站，年直接经济效益3000余万元，
每年节约标准煤约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0万吨，
实现从“灰色制造”到“绿色智造”的蝶变。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
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
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
体。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岸企业及
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峰会

广泛团结两岸企业界、工商界，为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福
祉、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
贡献。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
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
岸同胞共同奋斗。我们将继续致力
于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深化两
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

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助力台胞
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希望两岸企业家秉持民族大
义，把握历史大势，勇担时代责
任，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共同创造祖国统一、民
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
会以“新格局中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14日在江苏南京开幕。

习近平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致贺信

走进陇南，听书记讲“两山”故事
——— 甘肃陇南生态产业发展纪实

霜降过后，文县的群众开始采摘

柿子。走进文县城关镇贾昌村柿子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红黄相间的柿

子像一盏盏“小灯笼”，村民们忙着用

传统方式制作、晾晒柿饼。贾昌村位

于白水江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

质洁净，所产柿饼品质优良，是我省

优质柿饼主要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摄

中央媒体看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王康）11月14日，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
开，市委书记、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张柯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主题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省上主题教育推进
会部署要求，把握主题主线，细化推进
措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扎实的
工作作风，把主题教育抓实抓好、抓

出成效。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永革，市领导李
宏武、李祥、马军参加。李荣通报了
全市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张柯兵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党
中央重大决策和省市部署要求，主题
教育全面铺开、扎实推进，呈现出有
力有序、有声有色、有责有效的

特点。
张柯兵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深

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主题教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准确把握主题主线，落实落细部
署要求，抓牢抓实重点任务，持续在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上取得更大成效。推进措施要
再细化。坚持“实”字当头，真学实
悟铸忠诚，真调实研解难题，真查实

改树新风，真抓实干促发展，推动主
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组织领
导要再加强。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
针对性，突出以上率下、精准指导、
典型带动、督查问效，切实把不同层
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主题教育
推向纵深。

会议还审议了《基层治理中的不正
之风及“微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方案》等
6个专项整治方案。

本报通讯员 梁娣娃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礼
县针对流动党员去向难掌握、教育难
跟进、管理难到位，容易成为主题教育
“盲区”的实际，坚持多措并举，灵活搭
建平台，丰富内容形式，通过具体化、差
异化、高效化教育，变“大水漫灌”
为“精准滴灌”，以“三步走”举措
让流动党员“心有所属”，确保主题
教育“不断线”“不掉队”“不流

学”，切实增强主题教育效果。

亮明身份找组织，“异乡成家乡”

按照“组织找党员、党员找党员、党
员找组织”原则，重点把握流动党员“流
入”与“流出”两条线，通过数据比对、走
访摸排、电话调查等方式，对全县外出
的338名党员开展全覆盖摸底排查，建
立流动党员信息库，通过干部结对沟通
联系机制，定期了解流动党员流向、联

系电话、外出情况、工作内容等基本情
况，对流动党员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
做到知去向、明现状、常联系，确保党员
“流动不流失”。

对15名流入党员建立管理信息档
案，落实定期报告制度，及时全面掌握
流入党员户籍地、居住地、工作单位、职

业信息、联系方式“一体化”台账，强化
结对联络制度落实，组织所在村社党员
与流动党员“1+1”“1+N”结对联络，做
到“每周一联、每月一访”，及时掌握动
态，让“异乡成为家乡”为精细化指导流
动党员参与主题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丰富载体抓学习，“流出不流学”

“隔山隔水不隔乡，离乡离土不
离党。”坚持“线下+线上”双向发
力，持续拓宽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
渠道。

（下转第二版）

礼县：“三步走”让流动党员“心有所属”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记者王坤）11月14
日，2023年市安委会第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暨全市基层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全省有关会议精
神，通报全市1至10月份安全生
产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安委会主任刘永革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漆文
忠主持会议，市领导李逢春、陈
贵生、刘诚、张永刚、何红梅、
李辉及市政府秘书长赵亚军出席
会议。

刘永革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省上
安排部署，进一步传导压力、传
递责任、强化举措，全力以赴抓
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以专项
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精准执法，
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督促主体责
任落实。要以森林草原防灭火为
重点，全力做好各领域风险隐患
排查化解工作。要以应急体系建
设为基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
部门协作，落实保障资金，做好
项目争取，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
理能力，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
（区）一级。

2023年市安委会第六次全体（扩大）

会议暨全市基层应急管理体系

和 能 力 建 设 工 作 会 议 召 开

陇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决定，于2023年11月下旬在
武都召开陇南市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会议的建议议程是：1.听取
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陇南市
“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
期评估报告；2.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关于2023年市级财政预
算调整情况的报告；3.审议市人
民政府关于2023年第二批新增
专项债券资金安排的建议；4.审
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2
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专项报告；5.听取和审议市人民
政府关于2023年全市金融工作
情况的报告；6.听取和审议市人
民政府关于市五届人大二次会
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7.
听取和审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关于市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并进行满意度测评；8.审议陇南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
事规则（修订草案）；9.人事任免
事项及其他。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23年11月10日

陇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五届〕第20号

武都讯（通讯员王玉娟）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统称“三
品一标”。“三品一标”作为政
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
牌，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
绿色兴农的有效载体。近年来，
武都区积极开展传统“三品一
标”认证监管工作，不断做优做
强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农村经济
发展增添活力。

武都区积极打造“甘味”品
牌，开展品牌创建工作。始终将
“三品一标”作为农业品牌建设
重中之重，着力提升市场影响力

和知名度，并开展“三品”证后
监管工作，始终将“三品一标”
作为农业品牌建设重中之重，着
力提升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同
时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制度，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
培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

截至目前，武都区共完成农
产品“三品一标”新认证2个，
其中有机食品1个，地理标志农
产品1个，认证增长率8%。新增
“甘味”企业商标品牌11个。

武都区：

稳步推进“三品一标”认证监管工作

西和讯（通讯员张旭晖 王
宇星）随着冬季的到来，为推
进集中供热正常运行，满足群
众采暖需求，西和县按照提前
谋划、提早行动的原则，以供
好热、群众满意为目标，积极
做好供暖前各项准备工作。

走进西和县供热公司供热
站生产车间，滚滚热浪扑面而
来，在全自动化供热系统的指
引下，工作人员正在各自岗位
上仔细查看各种供热设备的运
行情况。炉膛内烈焰腾腾，供
电间所有指示灯有序闪烁、水
泵房供水丰盈。

“供热站的设备是去年扩
容改造时换的全自动化设备，并
且我们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随时监测着各项参数，时刻
为全县人民温暖过冬保驾护
航。”西和县万通供热有限公司

城南供热站站长马四虎介绍说。
冬季供暖是涉及千家万户、

群众冷暖的民生大事，西和县高
度重视，供热公司提前对所有供
热锅炉、设备、管网等供热设施
进行全面检修、保养，认真做好
城区供热问题的排查整改，及时
排除隐患，保证供热设施设备完
好和安全运行。

西和县万通供热有限公司
经理石岩说：“我们10月份开始
注水打压，截至目前，所有准备
工作已全部完成，共累积储煤
3.2万吨，2座供热站、8座公用水
换热站已全部投入试运行。”

据了解，西和县后期将根
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负
荷，并做好后续各项服务工作，
确保供暖期内安全供暖，做到优
质供暖、环保供暖，确保全县人
民温暖过冬。

西和县全力做好供热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