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编辑 胡彦军 校审 许成儿 ●●●●

02综合
2023年12月11日

星期一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本报通讯员 高步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礼县聚焦主
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紧盯高质
量发展目标，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推
动发展的“牛鼻子”，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
改善城乡发展环境，将主题教育的成
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

隆冬时节，霜染万物。礼县固城
二期1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热火
朝天，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全力拉满项目建设“进度条”。

礼县坚持把重点工作推进与主题
教育结合起来，深入开展项目谋划建
设双攻坚活动，年度谋划实施的107
项重点投资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
56.4亿元，投资完成率100.4%；扎实
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优
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共签
约正式合同项目21个，完成招商引资
签约资金58.4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的108%。统筹做好项目建设发展规
划，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
效，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
见效。

在礼县草坪乡中山村，当地药材
种植大户梁宝林正在整装收来的大

黄、党参等中药材，准备发往外地。
据老梁介绍，今年中药材价钱好、收
成好，在政府的指导下，当地群众种
植中药材的积极性很高。

工作中，草坪乡把中药材种植作
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立足资源优势统筹整合土地、人
力、技术等要素，全力推动中药材
产业规模化发展，以中药材特色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中药材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礼
县加快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的一个缩影。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礼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深究细
研发现问题，积极寻求破解之策。
深入实施“16773”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计划，加快建设现代苹果、畜
牧养殖、中药材、蔬菜、艾草、农
旅融合等“六大产业园”，打造
“ 七 大 片 带 ” ， 补 强 “ 七 个 链
条”，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
效。建成高标准农田6万亩，种植中
药材10 .25万亩，全县经济林果总
面积达到130万亩以上。深入实施
强工业行动，加快建设西城工业集
中区，金山金矿日处理2000吨采
选、200兆瓦风力发电等工业项目

加速推进，全县工业企业达到274
户；加快文旅名县建设，大堡子山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被列入全国32
处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
单，祁山三国文化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有序推进。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礼县用心用
情用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切实把主题
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实际成效。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各乡
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盯时
间节点、工作难点、问题盲点、责任
落点，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
核评估准备工作。全面推广运用“甘
肃一键报贫”系统，常态化开展监测
帮扶，落实帮扶措施1.44万项，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多措并举促农增收，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创建特色产业振
兴示范村90个。

产业基础扎实，农村环境优美，

发展空间广阔，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所在、优势所在。礼县通过全力
打造和美生态示范点、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持续提高生态康养水平等措
施，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城乡环境，塑造以城带
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同时，礼县聚焦民生热点和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谋划实施城市
品质提升项目125项，11个中心小城
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将城
乡环境卫生整治列为“书记工程”，
持续推进“九美”创建，严格落实河
湖长制、林长制和长江“十年禁渔”
政策，全面加强“一水十河两库”综
合治理，扎实推进中央和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摸排并整
改河湖“四乱”问题65个，关闭清理
采砂场32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如
今，无论是走在城区的街道上，还是
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天空清蓝，山
川秀美，城乡环境变得更美、群众生
活品质变得越来越高。

礼县：将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发展实绩

连日来，文县桥头镇干部群众抢抓经济
林冬季管护最佳时期，积极组织村民对核
桃、花椒等经济林果进行清园、抛盘、施
肥、剪枝、涂白、病虫害防治等冬季综合管
护工作，为来年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摄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12月6
日，陇南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公共法律服务分中心揭牌仪式
举行。

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
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
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

设立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公共
法律服务分中心，是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放管
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政务服
务能力、为民解忧纾困的惠民
工程，将成为全市政务服务系
统的靓丽名片。

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分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12月9
日，陇南市2023年专业化管理的
村党组织书记招聘笔试举行，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李荣到考点进行巡视。

据了解，此次陇南市专业化
管理的村党组织书记招聘工作由

市委组织部统一部署，全市计划
招聘378人，报名并通过资格审查
1592人，此次考试共设置武都区
城关中学一个考点54个考场。笔
试期间，严格落实考试有关制度
规定，严明考风考纪，确保考试
过程风清气正、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12月8
日，市财会监督工作协调小组暨
市级财会监督联席会议召开，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财会监督
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漆文忠主持会
议并讲话。

漆文忠要求，要充分认识做
好新时代财会监督工作的重要意
义，面对新时代财会监督的新要
求、新形势、新任务，要高位推
进，提升组织效能，确保财会监
督始终保持高位运行、高效落
实。要各尽其责，凝聚工作合
力，着力构建“五位一体”财会
监督体系。要紧盯关键，强化工

作举措，做实做细“三个更加突
出”重点任务。要加强联动，完
善体制机制，推动财会监督有章
可循、有据可依。要关口前移，
加快信息化建设，打造可堪重任
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要压实
责任，严查违纪行为，推动各类
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标本兼治。
要分类实施，做实考评指导，全
力开创财会监督工作新局面。

会议通报了全市财会监督工
作情况，审议通过了《陇南市财
会监督协同联动贯通工作机制实
施办法》《陇南市财会监督工作
考核评价办法》等文件。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市财会监督工作协调小组暨

市级财会监督联席会议召开

陇南市2023年专业化管理的

村党组织书记招聘笔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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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阳光洒在林莽间，透过树叶间的空隙，铺
洒出一片片斑驳的光亮，似在向我们讲述一个
个美丽两当的故事。

“两当的特色是生态，优势是生态，发展
的出路也在生态。”在两当县委书记郭省军儒
雅的外表下，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坚定内
心，更是雷厉风行的作风实践。

“我们要努力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路径！”他笃定地说。

念好“山字经”，唱好“林中戏”，打好
“生态牌”，走好“特色路”。

立足县情实际，两当县引导群众发展核桃
花椒“双百千万”长效产业和“三养一药”
（中蜂、生态放养鸡、食用菌、中药材）速效
产业，形成了“八有”（地下有药、树上有
果、林下有鸡、空中有蜂、棚中有菇、水中有
鱼、村中有客、四季有花）山地立体农业发展
模式。

理念之变，在秦岭深处，在广阔的山水
之间。

按照“立体、覆盖、规模”三个方面的标
准，两当县坚持各类产业的“双向覆盖”，以
“小群体、大规模”“整山系、整流域、整片
区”“进山入沟、土蜂洋养”等模式发展“三
养一药”产业，最大限度提质增量。

培育龙头，通过补链延链强链，持续提升
农特产品精深研发能力、加工能力和销售
能力；

品牌建设，扩展销售，实现了从“各自为
战”到“国企引领”，从“坐等订单”到“多
方推介”，从“一县销售”到“市县联动”的
销售模式；

示范带动，建立机制；政策支持，金融保
障；农旅融合，全域康养……

两当，在一笔一划中书写美丽的“两山”
实践。

吃下党委政府给的“定心丸”，一个个企

业、合作社对自己的发展定位也更加笃定
清晰。

瞄准山腹地的良好生态环境，西坡镇西坡
村冯治义大力发展土蜂养殖、生态放养鸡等，
带动周边23户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原本的荒
山荒坡变成了“花果山”。

依托生态资源优势，泰山乡建成了双河村
冷水鱼养殖基地，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业，目
前，合作社养殖基地有8个标准化鱼苗池，养
殖鱼苗约有1.7万余尾，预计至2023年底实现产
值20余万元。

羊肚菌、赤松茸、天麻、猪苓、灵芝、对
虾、冷水鱼……这些相对独特的种植养殖产
业，更是达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精”。

持续推动“生态资本”转化为“富民资
本”，不仅有着向天向地要产业的气魄，更有
着用“小产业”去撬动“大振兴”的智慧。

如今的两当，已形成了以杨店镇为中心的
核桃、花椒产业基地，以站儿巷镇为中心的百
里绿色长廊中蜂产业基地，以左家乡为中心的
食用菌产业基地，以西坡镇为中心的嘉陵江流
域生态放养鸡产业基地，以显龙镇、鱼池乡为
中心的中药材产业基地。

（三）

“明年预计菌菇销售额会达到2700万
元！”石红霞晒红的脸庞，在夕阳下显得格外
明媚。她眼神里透着坚定，补充道：预计的只
是数字，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回报！

在她的身后，夕阳余晖把整个山庄照亮。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却早已换了
容颜。

回报，并非简单的数字和指标，在两当这
片广袤土地上，“八有”山地立体农业的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变化不仅展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在干事创业的收获中，在老百姓的笑脸
中，更在对未来的无限期盼中。

这样的变化和期待，在连日的采访中，记
者屡屡看见，也频频触动。

谈起未来，赵炳乐满眼光亮：“将继续购
置先进设备，发展绿壳蛋鸡、鸡蛋精深加工，
不断延伸产业链，让群众增收路越走越宽。”

连片鱼塘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泰山乡双
河村冷水鱼养殖初见成效，村党支部书记杨代
平侃侃而谈养鱼经验，也说着自己的规划：
“现在鳟鱼成活率越来越高，县城和周边的农
家乐供不应求，以后会扩大养殖规模，还要探
索出一条渔农旅发展之路。”

在左家乡食用菌基地，务工七年的杨慧琴
言语中充满感激，这里承载着她最朴素的梦
想。“只要继续好好干，多挣一份收入，就能
为家庭多出一份力。”

一路前行，一路感受，一路赞叹。
车窗外的两当冬日“素颜”不输夏秋盛

景，美了生态，优了产业，处处涌动着一股向
上的活力：漫山遍野的核桃、花椒树，山坳里
密密麻麻摆放的蜂箱，林地里欢腾觅食的生态
鸡……

产业生态化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底蕴”，
生态产业化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动能”。各乡
镇也都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生
态产业发展之路。

仰观山川，时间厚重；俯身耕耘，未来
可期。

“小产业”聚合，就能撬动“大振兴”。
可以预见，在“三药一养”速效产业和“双百
千万”长效产业的持续推动中，两当县“八
有”山地农业将更加立体、丰满、生动。

“我们将继续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持续
探索立体模式，尽可能实现地上、地下、空中
全方位布局，种植、养殖循环发展，推动全县
农业生产更好更快向立体化、生态化、高效化
转化。”郭省军说。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都藏在现在的每一分

努力中；对现在的信心满怀，都写在过去的坚
持和拼搏里。

从无到有，脚踏实地，梦想逐渐照进现
实。小城两当，正雄姿英发，阔步前行，持续
书写“两山”实践的高分答卷。

结对关爱打通“重生”之路
本报通讯员 薛艳芳

“这边是休息的地方，大家跟我往前
走，穿过菜园对面这栋房子就是住宿的地
方......”招呼游客的年轻人叫袁满林，是这
家客栈的老板，他一边接待游客，一边接
听预订电话，忙个不停。

“80后”青年袁满林家住两当县鱼池
乡乔河村上庄组，初中毕业的他为改变家
庭生活窘境当上了建筑工学徒。他为人踏
实、聪明好学，练就了一手砖瓦工手艺，
凭着精湛的手艺，他的“生意”越来越红
火。正当他意气风发地梦想干一番事业的
时候，一场无情的车祸致使他左腿受伤，
虽经全力医治，仍落下了终身残疾，只能
依靠拐杖出行，从此，他与砖瓦工断
了缘。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结对关爱的
福音吹响了陇原大地，5月中旬，陇南市生
态环境局两当分局副局长姚龙与他结下了
不解之缘，从此成了“一家人”，开启了
这趟“关爱之旅”。通过悉心交谈，得知
袁满林遭遇车祸后，全家依靠低保和残疾
人“两项补贴”等惠残政策维持日常
生活。

开展结对帮扶后，姚龙在工作之余和
周末常去袁满林家走访探视，与他聊家
常，帮着晒粮食，到了午饭时间还一起做
饭，经过频繁的“打扰”，袁满林逐渐感受到
了姚龙的真诚，倔强的他终于打开了封闭
已久的心门，两人越聊越投机。袁满林也逐
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自信、坦然地面对
一切。

有能力跨过，就有机会重生。经过姚

龙的大力推荐，袁满林获得了外出参观的
机会，学成归来后，深受触动，他利用自
家闲置房屋开办农家客栈。但缺少资金是
个大难题。正左右为难时，乡政府、结对
干部、邻里乡亲伸出了援助之手，鑫隆农
家客栈终于建成了。

农家客栈开业后，有着“传统农耕文
化”和“乡愁味道”的院子深受游客喜
爱。精致的客栈，室内书画佳作、大红中
国结、传统手工艺品……每一处都溢满了
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洗手间、电热水
器、空调、电视、无线WIFI一应俱全，游
客们不仅体验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住宿方
式，还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和关怀。

亲近自然的农耕游也成为亲子游的时
尚玩法，客栈为游客们提供多种多样的农
事活动体验，让孩子们从实践中体验乡村
农耕文化的魅力。“每逢节假日和周末是
客栈人气最旺的时候，房间每天都满
员。”袁满林高兴地说。

重生之路，万千坎坷，个中滋味，只
有袁满林自己才能体会得到，勤劳朴实的
他，心怀感恩。他常说：“是党和政府帮
助了我，让我找到了自食其力的路子。希
望自己的经历能让其他人明白，不管遇到
多大困难，一定不要放弃，要始终相信党
和政府，相信‘亲人’的力量，一定能战
胜困难，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

西和讯（通讯员王晶）今年
以来，西和县坚持把产业兴旺作
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把促进
就业作为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
久久为功扶持发展产业，持之以
恒推进劳务就业，不断筑牢群众
增收基础。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发展以
半夏为主的中药材15万亩，花
椒、八盘梨为主的经济林果蔬61
万亩，养鸡养猪为主的畜牧养殖
出栏96.42万头（只、箱），创建

产业示范点106个，全面完成优势
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计划任务。在
着力稳岗就业上，落实各类务工
奖补4.4万人1975万元，开发乡村
公益性岗位8164个，69家乡村工
厂吸纳就业1730人，其中脱贫劳
动力990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445人。发挥帮扶资产效益，多
措并举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增
收，全县村集体经济村均收入达
到15 . 4 6万元，村均经营收入
14.08万元。

西和县：不断筑牢群众增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