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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成儿）12月8
日至10日，2023年甘肃省卫生健
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妇幼健康竞
赛项目决赛在兰州市举办。我市
代表队在全省25支代表队中脱颖
而出，喜获佳绩。

8月份以来，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专业技术人员共200余人参加了
县级初赛，全市9个县区和市属医
疗机构组成10支代表队，参加市
级复赛。经过综合笔试、操作技
能竞赛和团体知识竞答环节，全
市共有4名队员成功突围，晋级
决赛。

决赛包括“危重孕产妇救
治”“危重新生儿救治”“宫颈
癌防治”“儿童眼保健”4个竞赛

项目，分为知识竞答、综合笔试
和技能操作三个环节。决赛中，
我市参赛选手沉稳作答，展现出
妇幼人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扎实的
临床功底，最终，我市代表队荣
获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
赛妇幼健康竞赛团体第二名，团
体二等奖；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郭平佳荣获危重新生儿救治项目
个人一等奖、综合笔试单项奖、
技能操作单项奖；陇南市妇幼保
健院郭丽云荣获宫颈癌防治项目
个人三等奖；陇南市第一人民医
院苏玉琴荣获危重孕产妇救治项
目个人优秀奖；礼县第一人民医
院杜斌荣获儿童眼保健项目个人
优秀奖。

我市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职业技能竞赛中喜获佳绩

本报通讯员 任志伟 张盼盼

“大姐，今天我给你们带了些生
活用品，孩子在外好着没？”一进
门，王德文便和张启伟的妈妈拉起了
家常，了解张启伟在外务工生活的情
况。有时拿几本书、有时带点生活用
品……这些点滴的付出，也让张启伟
的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哥哥外出务工了，王老师经
常电话联系，一直是比较关心关注我
哥哥的情况。”张启伟的妹妹张伟霞
说。王德文是康县大南峪镇九年制学
校党支部副书记，除了常规教学工作
外，他还承担学区的党务工作，只能
利用周末去走访。“扶危济困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做好这项工
作。在走访过程中，看到他们感动的
神情，我内心非常满足，感觉自己所
做的一切还是值得的。”王德文说。

在王德文的鼓励帮助下，所联系
的对象张启伟重拾生活信心，外出务
工。“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干得怎么

样，工资有保障吗？”闲暇之余，王
德文多了一件事，那就是和张启伟
“煲电话粥”。

家住康县阳坝镇老庄村的刘大
爷智力二级残疾，常年由哥哥照料
生活，与哥哥相依为命。自2023年
5月谢丞凤与其结为帮扶对象以来，
她每周都会去看看他们，陪老人聊
聊天，整理床铺，晾晒被褥。看着
忙里忙外的镇村干部，刘开太老人
说，“多谢你们来我家，关心我的
弟弟，让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党的
政策特别好。”

“作为一名帮扶干部，平时老人
们生活上遇到困难，我们尽心尽力
去帮他解决，看到老人们脸上的微
笑，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认
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谢丞凤
平时除了定期去看望刘大爷之外，
还积极参与阳坝镇“暖心有我”志
愿者服务协会的筹建运行工作，带
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伴着剪刀清脆的开合声，阳坝镇
的“爱心理发师”一边为老人理发，

一边和老人拉家常。在棋牌室里，老
人下下棋、看看电视，阅览室各类书
籍满足不同年龄的人群的阅读……这
些场所的建设运行，让老人们下雨天
不愁“没地去”，也让志愿者们能够
更加便利开展服务。一项项爱心志愿
服务项目，一个个结对帮扶的身影，
让爱心帮扶紧贴孤儿、困难重度残疾
人和特困家庭。

“近两年来，阳坝镇累计开展暖
心服务活动1100余次，直接服务群众
4400余人次，‘暖心服务’受益群众
高达32000余人次。通过系列活动开
展，真正实现了‘困难群众有帮衬，
合理诉求有办理’的美好和谐氛围，
为打造和美阳坝、‘五美康县’奠定
了基础，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
彩。”阳坝镇街道社区干部李艳说。
在“结对帮扶 爱心甘肃”工程建设
中，阳坝镇着力打造了“爱心
有我”服务品牌，依托阳坝街
道社区阵地，创建了社区驿
站、“暖心之家”服务站，多
种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将

暖心服务走深走实。
据了解，今年以来，康县各级党

员干部通过“结对帮扶·爱心甘肃”
工程，共完成联系交流16068人次，走
访探视10247人次，落实政策10187人
次，帮助解决困难1840件，帮办实事
2478件，资金资助78.3万元。

用心“结对”，用行“关爱”。
自“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
以来，康县各级党员干部带着责任、
带着感情，尽心尽力为特殊困难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掌握关爱对象
底数、全面理清救助帮扶政策、全面
做好机制有效衔接，当好孤残儿童
和困难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暖
心人，在康县大地浸润爱心、传递
爱心、激荡爱心，以仁爱之心凝聚
人心，以道德之美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康县：

用心“结对”显真情 用行“关爱”暖民心

（上接第一版）

“乱山古驿经三折，小市孤城宿
两当。”陆游曾写尽了两当的孤独。
然而现在的两当，已悄然变了模样。

老南街上的“黄花驿”客栈，诠
释着这座小城如今的热闹繁华与曾经
的惊心动魄。

乡间一座座“世外桃源”般的民
宿客栈，不只是游人繁忙工作后的悠
闲放松，也是云屏镇村民庞香的“金
窝窝”。

“啥是美好生活？这就是！”这
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守着自家的
农家乐，守着自己的小幸福。

数字无言，却是有力。今年截至
目前，全县旅游接待人数334.4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54亿元，这
是属于两当的“高光”。

（二）

“灵山秀水云屏，人间养生天
堂。声声两当号子，吼出未来希
望……”连日来，一曲原创歌曲《相
约两当》热传。

在整首MV中，两当是一幅五彩缤
纷的画，人与青山两不负；是一首百
听不厌的歌，两当号子、山水田园，
回荡着原生态的美声……

“《相约两当》展示了两当全域
旅游的美丽风光，也诠释了全域旅游
全民共建、旅游红利全民分享的理
念。”两当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说。

大自然的厚爱和历史红色文化的
眷顾，赋予了两当县极具魅力的旅游
资源。

从云影到星光，从暮霭到黄昏，
在这里，你可以与山野为伴，和清风
为友，看层林尽染，赏满天繁星。

两年前召开的县第十五次党代会
上，两当县果断提出发展“全域旅
游”的战略发展思路，全地域、全领
域、全要素诠释了其中的内涵。

“我们厚植‘红色’，涵养‘绿
色’，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规划

和打造，把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生
态建设、产业发展、景区提升等通盘
考虑。”两当县委书记郭省军介绍，
就是要形成满眼翠绿、遍地鲜花、处
处有景致、村村有特色、户户能待客
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从顶层设计入手，定能握指
成拳。

在这个拳头上，两当力促“文旅+
康养”产业发展资源共享、短板互
补、融合加深，“旅游+文化”“旅游
+农业”“旅游+美食”等产业发展方
式，让山水、乡村、城市相融相连，
美景四季不断，产生了“1+1﹥2”的
效果，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市场，让发
展的实力更强、动力更足。

依托生态资源禀赋，两当围绕
“一中心、一支撑、两线路、三片
区、四节点”的空间布局，对景区提
级、元素融合、品牌创建、项目建
设、线路重塑、资源推介等重点任务
稳步推进，让绿水青山有“颜”有
“值”。

全域旅游全民共建，旅游红利全
民分享。

通过成功举办“红色两当·生态
之旅”系列活动、“打卡18℃的夏
天”系列活动、“缅怀守初心·建功
新时代”系列活动等，一个个效应
初显。

“2023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示范县”“2023中国农文旅融合发
展典范县”“2023深呼吸生态旅游魅
力名县”“2023美丽中国·深呼吸小
城”……仅今年，一个个国字号荣誉
相继花落两当。

抓项目，抓产业，成为两当发展
全域旅游的有力抓手。

以《两当县乡村振兴全域农旅康
养示范县发展规划》为蓝本，系统梳
理了产品体系和项目布局。云屏三峡
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两当县
现代农业蜂产业农旅融合示范项目、
荷花池农旅融合示范片区等重点项目
快速推进。

同步推进的，更是旅游服务基础

设施的完善和旅游要素的加快提升。
通过建设“红色传承、历史记

忆、文化特色”街区，统筹推进荷花
池乡村康养基地建设、琵琶洲农旅康
养产业园区、棉老村民宿提升改造项
目等，着力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档
升级。

两当，还以“景区”标准提升县
城层次，加快链主企业培育，新开发
“福”“寿”标识文创、“两当红·
石榴籽”系列文创产品，面向社会征
集“福”“寿”标志和城市主题歌
曲……

全域旅游展宏图，全域两当奏欢
歌。如今的两当，坚持以秀美山水为
平台，以丰富旅游业态为依托，已逐
渐形成“人人都是形象大使、全域旅
游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三）

伫立广香河畔，波光粼粼的河面
令人沉醉。

“下次来西坡，我们一起住民
宿，拍云海。”“在云屏乡野拾光，
看美景，赏繁星！”对于两当，我们
有很多幸福而美好的约定……

这份约定，倾注了太多期待，也
正在成就新的梦想。

漫步于云屏镇“乡野拾光”体验
园，从远山浓密的山林到眼前一座座
特色民宿，再到丰富多样的沉浸体验
项目……

大山里点缀的一抹抹亮色，让这
里更显生动。

云屏镇镇长李晓介绍，该项目投
资运营以来，通过餐饮、住宿、销售
农特产品等渠道，带动600余名群众增
收致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农旅
融合发展之路。

与云屏多次“相见”，却依旧充
满新鲜感。

打造云屏大景区会客厅、延长文
旅康养产业链、推进文旅精品项目建
设、丰富文旅康养新业态……李晓谈
起未来规划，令人期待与云屏的下次

见面。
沿着山路行至山脚，作为云屏大

景区一部分的站儿巷镇荷花池农旅融
合康养中心，以丰富多彩的形态绽放
在绿水青山间。

星空房、游乐园、房车营地、特
色民宿……这个集乡村游园、乡村民
宿、乡村会议培训、乡村餐食、乡村
种植养殖为一体的文旅康养项目一期
已投入运营，今年“五一”以来，累
计收益达50万元。

得益于绿水青山，从此，荷花池
大门敞开，迎接八方游客。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乡村特色
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品
牌，持续推进乡村旅游与相关产业融
合发展，逐步形成一条旅游产业环
线。”站儿巷镇党委书记袁强立足现
在，畅想未来。

生态为底色，文化为灵魂。在两
当，因绿而美，因红而兴，持续推进
农文旅融合，续写“传”红“推”绿
的新篇章。

青瓦白墙、红色门窗、红旗飘
扬……在太阳寺红军街，一抹红色让
萧瑟冬日显得格外醒目。

在这里，700多年树龄的古槐见证
着一段光荣的历史岁月，蕴藏在灵山
秀水中的红色文化神韵焕发新的
光彩。

随着全国红色教育的持续推进，
这一有颜值、有温度、有质感的红色
圣地，随着生态韵动的频率而愈加充
满活力。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接受红色
革命精神的洗礼，还能观赏山水美
景，游览红色小镇，体验农家生
活。”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绿水青
山间追寻红色记忆。

文化旅游相伴相生，诗和远方交
相辉映。

兵变纪念馆、两当兵变旧址、太
阳寺、杨店……珍贵的红色遗存悄
然告诉我们，历史循着什么方向
而来；

赏美景、看繁星、深呼吸、慢生
活……全域旅游在山水间叩动我们的
心弦，告诉我们循着什么方向而去。

“相约红色福地，相约绿色两
当，我们相约在这梦想腾飞的地
方……”

且以诗意共远方。两当，“心向
往之，妙不可言”的“红”“绿”画
卷正在徐徐铺展。

（上接第一版）

2022年，陇南市避险搬迁4155户16664
人；2023年，已累计完成搬迁4938户。

一座座崭新的家园，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映照出陇南为民纾困解难的坚定决心，也折射
出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强大势能。

产业搭台，就业托底

初冬寒风已至，文县口头坝乡就业工厂内
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缝纫机工作的声音不
绝于耳。

这座就业工厂引进了文县众鑫和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为搬迁群众“小区内”就业提供场所。
成立至今，每天用工20至45人，加工吨袋200
条。按件发放工资，人均日工资100元左右。

同时，在距离安置小区200米处建有茶叶

育苗基地1处，与镇区重大项目施工业主进行
劳务用工协调，提供工作岗位，实现了搬迁安
置群众“家门口就近就业、稳定增加收入”。

家住安置小区的陈艳华高兴地说：“家门
口务工，家庭兼顾了，钱也挣了，家里的地位
都高了。”

稳就业，即是稳人心。
近年来，陇南牢固树立系统观念，谋定全

盘，确定了“以进城入镇为主、农村安置为
辅”的搬迁安置方式，持续强化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就业增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配套提升、社会管理和社区融入等后续扶持
工作，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今年全市谋划实施后续产业扶持项目7
项，投资1660万元。截至10月底，7个项目已
建成5个，在建2个，完成投资1566万元。

紧盯“十三五”实施搬迁的14874户原建

档立卡搬迁户，建立就业台账，掌握就业情
况。截至10月底，通过省外就业、省内县外就
业、扶贫车间带动就业等多种渠道，已有
35435人搬迁劳动力实现就业，就业率为
95.05%，基本实现户均至少1人就业目标。

不只“搬家”，更要“立业”。在陇南，
把搬迁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加强规划引领，优化安置点布局，更
是让人民群众搬出“稳稳的幸福”的坚实
保障。

三感齐升，安稳幸福

“单元楼道晚上灯不亮了，住户上下楼不
方便，希望予以解决。”这是文县某安置小区
网格员在今年7月份接收到的一条居民反馈。
社区迅速行动，通过现场查看、召开群众议事

会的方式，将楼梯间的灯全部换新。
居住在安置小区3号楼的王喜德说：“我

们楼上都是从外乡搬过来的，有啥问题或需
要，小区干部居民一起商量解决，从不把我们
当外人。”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一件惠民利民
的实事好事，如何把好事办实，让群众住的放
心、过得舒心，这就考验着陇南党委政府的责
任担当。

秉持着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理念，陇南立
足实际、因地施策，多措并举治理社区，持续
提升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感。设立基层自治性
组织，建立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或一式站服务中心，成立基层党组织，建立物
业管理服务中心，为搬迁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周到、贴心的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设立基
层自治组织44个、建立党群服务中心或一站式

服务中心43个，成立基层党组织63个，建立
物业管理服务中心15个。

持续提升设施功能，提高安置区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配套建成道路、给排水、供电、通
讯等基础设施，并配备卫生院和学校、幼儿园
等公共服务设施，满足搬迁群众生活需求。截
至10月底，谋划实施的8个公共服务项目已建
成7个，在建1个，完成投资2209万元。

“崭新的楼房，便利的交通，学校、医
院、超市就在家附近，买东西、孩子上学都特
别方便，这样的生活比以前真的好太多了。”
谈起新家，两当县杨店镇颜河村村民蒋小宁满
是感慨。

如今，舒适的环境，便捷的生活，和谐的
邻里……让陇南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而今后，走出大山，开
启美好新生活的精彩故事也将不断继续……

“红”“绿”相映，且以诗意共远方

本报讯（记者张卓宁）为全
力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武都区公安局启动打击整治非法
小广告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
办理行政案件7起，行政处罚21
人，收缴卡片数量29600张，打印
设备7台。

今年以来，武都区公安局坚
持“小案不小看”，加强打击侦
破力度，多警联合、合成作战，
对“小广告”案件快侦快查、快
处快治，特别是对流窜作案的
“职业贴手”，一追到底、有力
震慑，把武都打造为“职业贴
手”不敢来的严管地带。同时，
加强警力投入，加大巡防力度，

加大技术投入，开展视频巡防，
把巡逻警力向“小广告”问题严
重的背街小巷、楼栋院落等区域
侧重，把巡逻时间向非法张贴人
员“出没”的重点时段延伸，把
打击非法张贴“小广告”作为常
态工作，派出所民警结合社区走
访工作，随走随查，发现即打。

此外，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
和民辅警“朋友圈”，对打击案
例进行广泛宣传和转发，确保打
击一个、震慑一片，对造成危害
小、首次张贴“小广告”的人
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清除
“小广告”、恢复墙体原貌，确
保整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武都区公安局：

打击整治非法小广告初见成效

12月10日，在西和县西峪镇全民顺种养殖合作社养殖场，村民正开
着自动喂料机添草喂料。据了解，该合作社通过入股分红，流转周边土
地，种植玉米，减少饲料成本，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现肉牛存栏量200多
头，年出栏100多头。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两当县兴化乡：

特色养殖促增收
两当讯（通讯员何玉瑞）近

年来，两当县兴化乡紧紧围绕
“八有”山地立体农业和“三养
一药”特色产业发展思路，全力
推进特色养殖业发展，进一步拓
宽群众致富增收渠道。

走进兴化乡柳树村生态放养
鸡脱温养殖基地，成群结队的绿
壳蛋鸡争相觅食。该基地占地20
亩，有悬空鸡舍4座，配备脱温车
间、仓库及鸡蛋包装车间用房、
自动鸡蛋清洗设备，现养殖五黑
一绿蛋鸡1万羽。

养鸡产业只是兴化乡发展特
色养殖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兴化乡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丰富
特色养殖种类，扩大养殖规模，
使原有的梅花鹿养殖产业朝着规
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建成梅

花鹿综合养殖观光产业园，初步
形成了集养殖观光、鹿产品加工
康养为一体的梅花鹿产业链。

兴化乡党委书记王育龙介绍
说，目前，该乡养殖绿壳蛋鸡已
突破6万羽，今年为331户群众发
放了绿壳蛋鸡5万羽，帮助群众户
均增收1万元，一年还能出栏生态
放养肉鸡20万羽。兴化乡有两个
规模化梅花鹿养殖场，养殖梅花
鹿500头，每年产值达到500万
元，纯利润达到200万元。依托
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兴旺、乡村
富裕已成为兴化乡乡村面貌的生
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