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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埥

傍晚余晖未落，在宕昌县南阳镇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干净
敞亮的房屋中，南阳镇草坡村村民苏
郭苍一家五口正围坐在餐桌前，欢声
笑语伴着饭菜腾腾的热气，浓浓的幸
福感弥漫在空气中。

环顾这个温馨之家，客厅、卧室、厨
房、卫生间……功能分区一目了然，电
视、沙发、冰箱、洗衣机……家电设施一
应俱全。这就是宕昌县南阳镇生态及地
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中居民怡然而

居、安然生活的剪影。
在整个陇南，自“12345”总体工

作思路确立以来，为帮助群众摆脱环
境束缚，搭建安全屏障，立足生态环
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实际，全力
实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这一惠
民利民的举措，今年以来，已有4938
户，搬出了“忧心房”，搬进了“幸
福里”。

心之安处，即是家园。“一方水
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过去一直
困扰着这些旧地的村民，如今让他们
告别山沟下山入川、进城入镇，成为

安置区的“新居民”后，陇南铆足干
劲、满怀热情，下足苦工力抓后续扶
持工作，一步步让搬出“穷窝窝”的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过得好。

下山入川，天地皆宽

过去的南阳镇杨集村是宕昌县地
质灾害隐患点之一，这里土质松散、生
态脆弱，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多发。
每逢阴雨天气，村内道路就泥泞不堪，
群众生活出行极为不便。

放眼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

6700多个。走出大山，远离地质灾害困
扰，是这些地方每一个人的迫切愿望。

面对生态环境良好，却灾害多发
频发的复杂形势。陇南下定决心，实
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这既是消
除风险隐患的治本之举，又是统筹兼顾
发展和安全的务实之策，更是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破局之措。

方向既定，目标可期。
陇南抢抓重大机遇，制定出台

“12345”搬迁政策服务保障工作推进
法，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全
过程规范“一套流程”，把确保群众收入
稳定增长、确保群众生活品质提高“两
个确保”作为奋斗目标，聚焦与新型城
镇化、乡村振兴、产业园区相结合的“三
个结合”原则，建立统筹协调、资金整
合、要素保障、后续扶持“四项机制”，做
实政策、服务、责任、项目、产业“五张清
单”，切实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

（下转第二版）

心之安处，即是家园
——— 我市抓实抓好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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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受理方式公告

12月11日，我市接到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第二十一批群众举报件共2
件，其中武都区1件、文县1
件。涉及类型为生态2件。已全
部移交相关县区及市直相关部
门，正在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陇南市办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我市群众举报件情况说明
了解

更 多 信
息，请识
别二维码
查看。

【县区看变化】

本报记者 杨丽君
肖 红 尚敏贤

“有水山更绿吆，有河城更秀
吆。水在城中流吆，人在画中游
吆。”

在两当兵变纪念馆倾听几十年来
激荡不绝的峥嵘岁月，在云屏“乡野
拾光”遇见未来的乡村生活方式，在
杨店领略明清建筑的厚重古韵，在鱼
池感受淳朴惬意的农耕文化……

在两当，我们感受两当与山与水
与人的故事：白天赏美景、夜晚看繁
星、时时听天籁、天天品山珍、尽情
深呼吸、回归慢生活……

以红为骨，以绿为肤。两当，“红”
“绿”相映，且以诗意共远方。

（一）

广香河畔，一座纪念馆静静伫
立，无言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战火
中的燃情岁月，叙述着红色革命的历
史记忆。

这里，打响甘肃武装起义第一
枪；这里，曾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的
第一站；这里，存留着习仲勋、徐海
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

……
“那些黑白色的照片让我穿越了

时光，我更加明白，正因为有先辈的
负重前行，才有我们今天的繁华盛
世。”将要进入两当兵变纪念馆时，
李老先生抬起手，正了正帽檐和
衣袖。

广香河的波纹耀眼，一路奔向灰
墙黛瓦的老南街、古朴肃穆的太阳红
军街，东山红色文化广场上灯火通
明，那是1932年就开始燃烧的熊熊火

光，照亮着“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
奔赴而来的路。

时间前行不舍昼夜，联结起过去
和现在，红色的历史不能遗忘，绿色
的两当一路生花。

“太阳出来照两当呦，照见两当
呦来哟客人……”“咦呦嗬喂，咦呦
嗬喂，呦嗬嗬咦呦哦哎呦嗬嗬。”

一声悠长的两当号子，破开了云

屏山头的云雾，吼出了由心沁漫的
惬意。

探山而来，蜿蜒小路，云屏“乡
野拾光”远离闹市，是青山绿水，是
鸟语蝉鸣。走进“拾光驿”，便迷醉
在了这山水田园。

远眺是野望，近触是乡居。一个个
独立又可爱的哆咪房，手绘十二生肖的
卡通形象给予我们童话般的珍贵记忆。

云屏的另一边，就是鱼池乡乔河
村，一座亭子，不大不小，在荷塘之
上等候；原木廊桥，不长不短，连着
并不遥远的两头，曾经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成了诗意的栖居地。

村史馆里浸着泥土味的犁铧、量
粮食的升子、纳鞋底的拧车子……这
些渗透着前辈们汗渍的家什，凝结着
历史和文化，承载着记忆和乡愁。

“这里，有故乡的味道！”空闲
的时候，王珂就会来乔河村走走，看
看这些老物件，心里眼里都是对故乡
的思念。

一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
桥，横跨站儿巷记忆的两岸。在荷花
池康养景区，即便是炎热的酷暑，气
温也不会很高。 （下转第二版）

“红”“绿”相映，且以诗意共远方
——— 两当县高质量发展观察（中）

两当县云屏镇棉老村生态民俗文史馆。（资料图）本报记者 冉创昌 摄

本报讯（记者杨丽君）今年以来，我
市结合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用一餐热饭的温度，
让老年人暖胃又暖心。截至今年11月，全
市建成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村级互助幸福院、农村幸福食堂等老年助
餐点175个，惠及全市40.5万老年人。

在幸福食堂建设中，我市综合考虑老
年人口规模、就餐需求、服务半径等因
素，按照“一刻钟”就餐服务圈合理布
局，在居民聚集区、困难老年人集中区、
交通便利区设置老年助餐服务点，并鼓励
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社区闲置资源，无偿
或低偿用于开展老年助餐服务。

为让老年人就餐省心又安心，我市在
助餐点建设中，加强规范管理，推动老年
助餐点适老化改造，加大“明厨亮灶”建
设力度，加强食品安全、消防安全、资金
安全等综合监管，并加强标准制定，积极
制定老年助餐服务实施细则、老年助餐点
建设标准、老年助餐点运营规范，让老年
助餐点建设运营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还建设“陇南智
慧养老”平台，开通老年助餐管理模块，集
成老年人基本信息、老年助餐点地图、老年
助餐点菜单、订餐就餐送餐等数据信息，提
升助餐服务智能化、信息化和便捷化水平。
同时，根据老年人年龄、家庭困难状况及健
康状况等，对就餐送餐服务实行差异化补
贴或优惠，优惠范围、方式和标准向经济困
难的失能、高龄等老年人倾斜。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下一步，我市
将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
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推动老年助餐服
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
发展，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切
实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解除其子女
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陇
南

老
年
食
堂
开
启
幸
福
﹃
食
﹄
光

建
成
老
年
助
餐
点175

个

惠
及
全
市40.5

万
老
年
人

本报讯（记者张埥）12月8日，
全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兰州召开，会上对100名“第
三届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进行了表彰，我市甘肃红川酒
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茅宇、陇
南市华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王昉东、甘肃鑫晟源
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赵学礼、甘肃亨通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赵希智、甘肃兆丰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
琴5名企业家荣获“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

据悉，全省第三届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由各级
统战、工信、人社、市场监管、工商
联等部门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经
第三届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在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甄选
了100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进行表彰。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
济发展，全省经济运行调度会等
重要会议都对持续推动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
步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信心。

我市5名企业家获得省级荣誉称号

本报讯 近日，兰州大学生
态学院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与保
护团队在甘肃武都拍摄到东方白
鹳。这是在甘肃境内首次监测到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是一种大型涉禽，
为鹳形目鹳科鸟类。其体态优
美，成鸟体长超过1米，黑翅白
体，赤脚长喙，栖息于开阔的沼

泽、湖泊和潮湿草地。东方白鹳
是少见的旅鸟，因繁殖分布区域
狭窄，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
红色名录》中属于濒危等级，是
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鸟界国宝”“鸟类大熊猫”
之称。

（据新甘肃客户端）

甘肃首次发现“鸟中国宝”东方白鹳
12月10日，游客在武

都区汉王镇罗寨村草莓采
摘现代农业设施大棚内，
采摘奶油草莓。近年来，
汉王镇立足资源优势，瞄
准市场需求，以“一村一
品”种植模式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发展草莓、葡
萄、桃等特色产业，拓宽
了群众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李 董 摄

本报讯 记者从12月8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转作风优化营商环境 抓
项目增强发展动力”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税务系统全面
贯彻落实“三抓三促”行动和“优化营商
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有力推进全省税
收营商环境攻坚突破、优化升级。前10
个月，全省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85.2亿元，其中，留抵退税80.6亿元。

全省税务系统全面落实支持科技
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绿色低碳
等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确保应享尽享、
应退尽退，让税费优惠“真金白银”加速
落到企业口袋。在10个月新增的185.2

亿元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中，制造业及
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业是享受优惠占
比最大的行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
费73.2亿元，占比39.5%；中小微企业受
益最明显，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23.5亿元，占比66.7%。

为实现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全省税务系统利用税收大数据，为纳税
人立体“画像”，开展“场景化、精细化、
递进式、组合式”的税费政策精准推送。
截至目前，已累计推送税费政策89批
次、278.69万户次，首次精准推送成功
率达到98.1%。同时，通过逐户智能归集
应享政策“幸福菜单”，为纳税人精确计

算已享受优惠政策和减免金额。截至11
月底，全省共推送“幸福两单”88.38万
户次，1022.15万条，助力企业算清政策
“明白账”，算准政策“红利账”，算细发
展“效应账”。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省税务
系统积极开展惠企利民办实事，有效助
力双循环。印发《服务甘肃加快融入全
国统一大市场若干措施》，从破除办事
堵点、区域限制、机制障碍、部门壁垒等
4个方面出台20条措施，启动“千人进
千企 陇税春风行”大走访大调研，帮
助市场主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802个。

（据《甘肃日报》）

甘肃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逾18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