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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县智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猪规模化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李 董 摄

【县区看变化】

本报记者 杨丽君
肖 红 尚敏贤

清澈的嘉陵江潺潺流动，清风拂
过两岸的迤逦山岭……冬日的徽县，
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干劲在奔腾，
活力在澎湃。

青山绿水捧金献银，历史文化皆
为胜景。徽县厚植生态后发赶超潜
力，深入践行“两山”实践，对标对
表“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县域发
展定位，不断提高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含智量”“含绿量”“含金量”。

“全国绿化模范县”“绿色矿山”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最美银杏村
落”“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一张张名片越发闪亮。

从农田到工厂，从传统产业到新
兴产业，从人工到“智能化”发
展……近日，陇南市融媒体中心“和
美新陇南”2023年发展成就主题宣传
全媒体集中采访组走进徽县一起倾听
关于“绿色”和“发展”的故事，感
受这座城市发展的强劲脉动。

（一）

红豆杉、落叶松、华山松、白皮
松、油松……在前往徽县高桥镇黑松
村至郭台村的途中，一行行整齐排

列、枝丫见绿的苗木，让这片土地在
冬天更有灵气。

放眼全县，森林覆盖率77.97%，
封山育林2.82万亩，建设绿色长廊55
公里，义务植树85万株，植绿种绿
34.52万平方米……

秉承“两山”理念，徽县与山水共
情，初心不改，始终坚持以绿为底，用山
的灵气、水的秀气，持续做活“绿色”文
章，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增添更鲜明、更
厚重、更牢靠的生态底色。

以苗木产业为例，近两年来，徽

县紧抓国家扶持林业发展、加大生态
文明建设等重大政策机遇和徽县“国家
珍贵树种繁育示范县”的优势，把苗木
产业作为重要经济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现如今，全县稳定培育的苗木品
种已达到12大类58个，挖掘培育以
“徽县银杏”“中国红豆杉”“徽县
良种侧柏”“造型火棘”等乡土树种
为主的苗木品牌4个，全县苗木面积
巩固在15万亩左右。

而在养殖产业上，一个个青山环
抱的山谷里，拔地而起的生态立体养

殖基地格外醒目。“通过安装除臭通
风系统和全量化收集养殖粪污，实现
了养殖污染的‘零排放’，创造出了
更多‘绿色’价值。”徽县畜牧兽医
站站长蔡应生说。

作为工业大县，徽县积极推进工
业领域用能高效化、低碳化、绿色
化，创建金徽矿业示范基地，辐射带
动洛坝集团、澳德公司实施矿山绿色
化改造，力争重点产业、重点区域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步入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不
闻机器轰鸣，不见“乌龙”腾空，但
见花红草绿、绿树成荫，犹如置身于
一个美丽的花园之中。如此美景，是
这家享有“全国绿色矿山第一矿”美
誉的矿业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先行”的生动诠释。

“是工厂，也是景区！”金徽酒
股份有限公司服务中心事务经理李锴
自豪地说。作为全省特色酿造产业链
链主企业，金徽酒业将优越的生态环
境和厂区建设有机结合，打造了集白
酒生产、绿色生态和历史人文于一体
的“花园式”工厂。

（下转第二版）

追“智”逐“绿”，激活发展新动能
——— 高质量发展的徽县实践（中）

新华社记者 邹 伟 韩 洁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
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行至岁尾，回看全年，中国经济在
持续承压中走出一条回升向好的复苏曲
线，取得殊为不易的发展成绩。

展望新的一年，面对新的风险挑
战，中国经济大船如何乘风破浪、持续
前行？

定基调，聚共识，谋大计。12月11
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2023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
话，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
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
工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掌舵领航，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指引奋进方向。

“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

“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
出坚实步伐。”

11日上午，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这样回顾即将收官的2023年
经济工作。

这一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错综
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
多，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既
有风高浪急，也有暗流汹涌。

这一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我国
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呈现前低、
中高、后稳态势，成绩可圈可点：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有望圆
满实现———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5.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值为5.3%；前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0.3%。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上升，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主体作
用增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未来产业有序布局，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 国家实
验室体系建设有力推进，国家科技重大项
目加快实施，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传
统短板取得长足进展，人工智能、量子技
术等科技新赛道处在世界第一梯队。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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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赵 嫣

12月的越南河内，处处绽放中越
友谊之花。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
国家主席武文赏邀请，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2日至13日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
国关系新定位，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
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是中

越关系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记者的镜头，记录下这样温情而

难忘的瞬间———
从出席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到

举行全面深入的正式会谈；
从见证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展

示，到轻松友好的小范围茶叙；
从真情涌动的欢迎宴会，到会见

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一

次次手握着手、手拉着手，并肩迈
步，亲切互动。

此情此景，传递着中越领导人牢
固的政治互信和深厚的同志情谊，诠释
着中越“同志加兄弟”特殊情谊的深刻
内涵，正是“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携手，彰显两党总书记对中越关
系行稳致远的战略引领———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同阮
富仲总书记三次互访，佳节互致信
函，并通过电话等多种方式保持密切
交流沟通，为中越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掌舵领航。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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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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我市接到中央第
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
二十四批群众举报件共4件，其中
武都区2件、礼县1件、徽县1件。
涉及类型为噪声2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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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许成儿）近
日，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命名
甘肃省村规民约先进村的通
报》，我市6个村被命名为“甘肃
省村规民约先进村”。

据悉，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
的典型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推
动形成文明新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经评估审定，我市武都
区蒲池乡咀台上村、坪垭藏族乡
鹿连村，文县临江镇蒋冯村、西
和县长道镇宁家村、礼县永坪镇
赵坪村、两当县显龙镇显龙村被

评为“全省村规民约先进村”。
村规民约是推动基层群众自

治，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
是健全和创新党组织领导下自治、
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基层社会
治理机制的重要形式。

今年以来，我市以“三抓三
促”行动为抓手，倡导向上家风
家训，治理陈规陋习，在指导完
善村规民约工作上抓实见效，注
重运用道德力量促进村民共同遵
守，推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我市6村被命名为

“甘肃省村规民约先进村”

近期，文县尚德镇山上山下、房前屋后的桔树上
硕果累累，成为白水江南北两岸一道靓丽的风景。
眼下，尚德镇及周边乡镇的1300多亩红桔迎来上市
旺季。

本报记者 刘玉玺 摄

本报记者 刘国庆

入冬以来，邮政快递业迎来全年
业务旺季。这几天，随着宕昌县“快
递进村”工作的深入推进，搭乘“共
配中心”快车，大城市的消费品不仅
可以“下乡进村”，村民的土特产品
也实现了“出村进城”。

“你好，取一下快递！”12月3日
上午，宕昌县两河口镇村民老赵像往
常一样来到村上快递物流综合服务便
民网点取快递。“过去，快递只能送
到集镇，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取上，
远一点的村民可能要走将近两个小
时。现在很方便，在村内就能取上快
递了。”

今年以来，宕昌县按照“推进一
盘棋”、“织牢一张网”和“构建一
条链”的“三个一”电商快递思路，
采取“民营快递划片”+“快快合作到
乡”+“邮快合作进村”相结合方式，

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
村渠道，探索出了“县级统仓、乡镇
共配、村邮兜底”的三级物流体系新
模式。

统筹谋划，推进邮快全域“一
盘棋”。宕昌县突出企业的主体地
位，加强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创
新机制、整合资源，不断激发市场
活力，为农村寄递物流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高位推进建体系，成立了
宕昌县寄递物流体系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建立统筹协
调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推进
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整合资源建平
台，依托电商体系项目、民营闲置资
产和快递运营市场三方资源，总投资
1320万元，建设培育电商快递统仓共
配体系，通过购置智能自动分拣设
备，降低快递物流成本，整合升级
软件平台、硬件仓配设施和人员配
置，组建陇南智兔供应链平台，建

成 了 宕 昌 县 电 商 快 递 统 仓 共 配
中心。

创新机制，织牢末端共配“一张
网”。宕昌县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
导，实现资源共享、分类推进，发挥
农村邮政网底作用，优化健全末端配
送体系。按照服务功能，采取三种方
式实行协议管理。通过“快快合作直
投方式”资源整合，签订《快快合作
投递协议》，将城区24家快递驿站按
社区分布，划分为5个投寄点，由中通
等5家民营快递按社区配送，分区负责
派件和揽件；通过“邮快合作村投方
式”对民营快递在乡镇有网点但无法
进村的5个乡镇，签订《邮快合作村投
协议》。通过“民营快递划片经营”+
“邮快合作到乡进村”方式，构建县
乡村三级配送体系和邮快互补末端配
送一张网，以村邮兜底实现了资源共
享与合作共赢。

合力培育，构建服务体系“一条

链”。宕昌县发挥农村三级物流体系
作用，实现物流仓点、快递网点与电
商站点资源共享、多站合一。整合邮
政和韵达等民营快递，联合组建第三
方运营平台，在分拣、派送各个环
节，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快件分拣
成本由入驻统仓前的每件0.2元，降到
每件0.08元；每日分拣量达3万余件。
快件派送费用由共配前的每件2.0元，
降到每件0.5元，派送用工从36人降至
15人。以上两项预计年降费200余万
元，既整合资源降低了成本，又扬长
避短提高了效益，得到企业和广大群
众好评。

宕昌县：“快递进村”畅通山乡物流“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