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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埥

大红的“囍”字贴满车身、红色的
飘带和气球装饰着车厢……2024年1月1
日，新年的第一天，一辆独特的“520公交
婚车”现身陇南街头，独特的“装扮”格
外亮眼，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观看。

这是我市的一对新人用公交车当婚
车，打造的一场别出心裁的接亲仪式。

仪式现场，装扮一新的新能源公交
车“化身”婚车停靠在路边，吉时一
到，伴随着现场亲朋好友的声声祝福，
新郎王城江携新娘共同乘上这辆与众不
同的婚车，开启幸福生活的新旅程。

“我和老婆都觉得用公交车当婚车
环保、新颖、个性，亲朋好友同坐一辆
车，一路上欢声笑语，被大家的祝福围
绕，对我俩来说都是十分难忘的体验。”
新郎王城江说，相比于传统的婚庆车队
接亲，新能源公交车容量大、低碳环
保，父母和亲友都能同乘，氛围更加热
闹喜庆，既能为新人节省租车费用，又
能体现年轻人时尚环保的新理念。

据了解，本次以公交为主题的婚
车，是绿色低碳环保的新能源公交车，
工作人员精心装扮点缀，公交车身侧面
悬挂有“我们结婚啦”喜庆横幅等装饰
品，车厢内车窗玻璃、扶手杆、座椅也都
贴上了红色的“囍”字、“百年好合”、
红色气球等新婚祝福挂件，整个车辆从
内到外都充满了新婚的喜悦和甜蜜。

陇运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公
司正努力拓展定制公交业务，不断满足
陇南市民个性化、时尚化定制出行需
求，打造婚礼主题“520路”公交车，
把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也让低碳环保、
绿色出行的生活理念潜移默化深植于群
众心中。

“从业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
驾驶变成婚车的公交车，很荣幸能亲眼
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也非常开心
有这样一次与众不同的工作体验。”陇
运集团公交司机杜佩娟说。

近年来，随着我市移风易俗工作不
断深入开展，青年人爱情观、婚嫁观也

不断变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集体婚礼、家庭婚礼等
新的婚嫁形式正逐渐成为大部分年轻人的新选择，大家都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做婚事新办、喜事简
办的倡导者、实践者，共同抵制高价彩礼、铺张浪费、低
俗婚闹等不良风气，文明节俭和谐的婚嫁新风尚正在吹遍
陇南美好幸福生活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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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蹇勇德
李近远 王占东 王煜宇

“梦中的橄榄在远方，远方的橄
榄在陇南。”这是陇南人对油橄榄产
业的自信。如今，武都纯手工采摘的
油橄榄鲜果，最快可在100小时内来到
北上广一线城市的消费者餐桌，橄榄
油更是出口至西班牙、韩国等地；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标世界
最先进设计理念，建成了地下是工
厂、地上是花园的绿色矿山，被评为
“国家级绿色矿山”，荣获“全国生
态修复创造力样本”等多项殊荣；

生态、文化、康养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2023年1—11月，陇南市累计接
待游客3412.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7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7.9%和
184.4%，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
长62%和53.4%。

……
日前，记者在陇南市采访时深切

感受到，当地聚焦“土特产”，挖掘

“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
提高“产”的效益，坚持用新思维谋
划新发展，既延链补链，又建链升
链，特色产业价值链持续提升。独特
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能。陇南大地
上，正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篇章。

逐绿前行 厚植生态底色

2023年以来，陇南市白龙江畔时
常出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客
人”——— 朱鹮。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发
现，这是陇南白龙江流域时隔70年再
次发现野生朱鹮的身影。

朱鹮“回家”，是陇南市生态持
续向好的生动印证。

陇南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秦
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交接区
域，境内生态良好、物产丰饶、气候
湿润，被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称为
“宝贝的复杂地带”。境内有嘉陵
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
系，各类河流9300多条。

近年来，陇南市持续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全力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落实161条

（段）河流划界成果和嘉陵江、白龙
江、西汉水、白水江等12条重要河流
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加快推进智慧
河湖管理系统建设，实现重点河段可
视化、智能化、信息化和24小时视频
监控管理。推进创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文县天
池、康县阳坝、宕昌县官鹅沟被评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和省里考核
的9个地表水监测断面达标率100%，17
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100%，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100%，21个重点建制镇污
水处理设施全部建成投运，市区污水
处理率达到98.1%以上。

生态文明建设，要绿水，也要
青山。

2023年上半年，成县祁连山水泥
有限公司在牛斜山石灰石矿矿山攻克
了溜井安全运行的“卡脖子”环节，
此项技术突破，可保障溜井至少连续
10年安全运行，并促进矿山资源实现
100%综合利用。这是陇南大力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厚植生态优势引
领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全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划定生态红线保护面积
9635.18平方公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89.70万亩，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32.94

平方公里。市、县（区）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将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内容，纳入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考核，做到了与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同谋划、同落实、同检查、
同考核。

每一个机遇，不曾辜负；每一份
嘱托，践行见效。截至2022年底，陇
南市森林覆盖率达45.27％，有大熊猫
国家公园1个、国家级湿地公园2个、
自然保护区11个、森林公园10个，自
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19.2%，
自然生长的树种达1300多种，有大熊
猫、金丝猴、藏羚羊等300多种野生
动物。

2023年以来，康县、徽县、成
县、金徽矿业、宕昌官鹅沟大景区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申报材料完成
市级预审、省级评审。美丽陇南建设
入选中华环保联合会2023减污降碳绿
色发展峰会（合肥）发布的美丽中国
建设实践案例。陇南市全面开启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工作。

山川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
收。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
济财富。2022年陇南市生态产业完成
增加值129.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23%。 （下转第二版）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篇章
——— 陇南市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观察

本报讯（记者许成儿）1月4
日，记者在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近日，在我市两当县两当河流
域，发现7只号称“鸟中大熊
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鹳。

黑鹳是世界濒危珍禽，与大
熊猫、东北虎同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仅存
2000多只，中国约有1000只，
已被列为濒危物种，其珍稀程度
不亚于大熊猫，因此被称为“鸟
中大熊猫”。黑鹳体态优美，体
色鲜明，活动敏捷，性情机警。
成鸟的体长为1—1.2米，体重2—
3千克；嘴长而粗壮，头、颈、
脚修长，身上的羽毛除胸腹部为
纯白色外，其余都是黑色，嘴和

脚为红色。常栖息于河流沿岸、
沼泽山区溪流附近，一般在高树
或岩石上筑大型的巢，以鱼为主
食，也捕食其他小动物，大多数
是迁徙鸟类。它们对食物来源、
水域面积、领域安全都很注意，
尤其是对人十分警觉，此次在两
当县域出现实属罕见。

近年来，两当县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科学自然观，不断推进国土绿
化，加大森林资源管护力度，提
升河湖生态修复质量，优良的生
态环境，吸引了各种珍稀迁徙鸟
类纷至沓来，越冬候鸟种类逐年
增加，成为候鸟越冬乐园。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黑 鹳 现 身 两 当

本报讯（记者杨小艾）1月5
日，由中铁三局天陇铁路Ⅰ标三
分部承建的新麦积山隧道迎来重
大突破，作为两大控制性工程的
新麦积山隧道3号、4号斜井双双
掘进突破2000米，分别完成各工
点 施 工 任 务 的 7 6 . 7 8 ％ 和
77.88％，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
成果。

天陇铁路新麦积山隧道全长
19818米，其进口位于麦积区甘
泉镇胡家沟北侧一缓坡上，出口
位于秦州区娘娘坝镇李子村北侧
一缓坡上，为单洞单线隧道，最
大埋深约747米，最浅埋深约12
米。隧道工程分别由三个分部负
责施工，其中中铁三局天陇铁路
Ⅰ标三分部承担着正洞总长
10466.86米的施工任务，占新麦

积山隧道全长的52.82％。此次掘
进突破2000米的3号斜井长度为
2605米、4号斜井长度为2568
米。与2023年7月份3号、4号斜
井突破1000米所用时间分别为10
个月和9个月相比，此次3号、4
号斜井再次进尺1000米用时不足
5个月，对比上一阶段施工，本
次关键节点施工的完成所遇到的
困难比上次更多，随着进尺深度
的增加，项目部在施工中克服了
掌子面涌水量增大、通风难度加
大，出渣工序时长增加，混凝土运
输更加困难、围岩地质多变等一
系列不利因素，严格按照审批的
专项方案、设计及规范进行施工，
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在确保施工
安全的同时，加快施工进度，确
保新麦积山隧道早日贯通。

天陇铁路取得新进展
新麦积山隧道3号4号斜井掘进突破2000米

1月6日，礼县市民在新改造完成的新城公园休闲游玩。礼县争取资金1500万元对新城公
园、东城公园、南滨河路的“一环三带”文体健身项目进行改造，该项目的建成使用，完善了
城区体育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功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本报记者 薛小平 摄

西和讯（通讯员梁云霞）近年来，西和县
通过大力发展和支持养牛业，让“牛产业”为
乡村振兴添足了“牛劲”。

近日，走近西和县全民顺种养殖合作社养
殖场，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牛棚内，一墩墩粉碎
打包好的秸秆码放整齐，饲料搅拌机、饲草加
工机轰鸣作响，自动喂料机正在为牛群添草
喂料。

“我们喂养的主要是西门塔尔肉牛，从山
东、山西等地引进，年存栏量200余头，年销售
105头，每头纯利润10000元左右。”合作社负
责人杨健全介绍道。

据了解，该合作社成立以来，通过流转周
边土地，种植玉米，有效减少了饲料成本，同
时引入村集体资金，在实现合作社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和吸引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上实现了
“三赢”。

近年来，西和县积极探索肉牛养殖新模
式，重点扶持养殖能手、养殖大户，充分发挥
带动作用，使肉牛养殖产业成为农业农村经济
健康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目前，
西和县打造肉牛养殖与良种牛繁育基地4个，在
19个乡镇以合作社为依托打造了万亩粮改饲种
植基地，发展养牛合作社（场）96家，建成年
存栏量达200头左右的合作社7个，肉牛存栏量
达到1.52万头，出栏0.49万头。

西和县：

“牛产业”为乡村振兴添“牛劲”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省生态环
境厅获悉，“十四五”以来，省生态
环境厅积极争取中央、省级资金支
持，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为
重点，新增完成803个行政村环境整
治，累计完成4234个行政村生活污水
治理、完成79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省生态环境厅认真学习借鉴“千万
工程”经验，制定印发《学习推广“千万
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实
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确定了16项工

作举措，健全督导帮扶机制，巩固扩大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持续
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探索农村环境整治
新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县域整体推进
农村环境整治，其他县域以乡（镇）
为单位梯次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充分
发挥辐射带动效应。加强耕地保护和风
险管控，开展涉镉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
查整治“回头看”，动态更新污染源整治
清单，排查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
因，开展污染途径识别和污染源头追
溯，有效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
实施耕地分类管理，严格落实耕地保

护制度，加大对优先保护类耕地的保
护力度，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地制
宜推进农村生态污水资源化利用，不
断健全设施运行管护机制，确保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有序开
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持续开展已完
成治理黑臭水体“回头看”和新增黑
臭水体“再摸排”，确保到2025年基
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严格
农村地区环境准入，强化准入管理和
底线约束，有效防止工业污染向农村
转移。 （据《甘肃日报》）

我省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本报讯（记者杨小艾）日前，我市印发《陇南市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强化稳定
大宗消费的政策保障、优化服务消费供给、推动农村
消费提质升级、推进新型消费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构
建消费平台载体、持续营造消费环境等，出台20条措
施，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振消费信心。

在强化稳定大宗消费的政策保障方面，通过优化
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四
项措施，加快提振大宗消费、夯实消费恢复增长的基
础。其中，在做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全
面落实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相关政策措
施，贯彻执行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相关政策
措施。坚持供需匹配的原则，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
给，推动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
题。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继续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居
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持
续推进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鼓励同步开展农房节能改造和品质提升，改善农村
居民居住条件等。

在优化服务消费供给方面，通过扩大餐饮服务消
费、丰富文旅消费、促进文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服
务消费等四项措施，加强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服务消费
提质升级。鼓励引导餐饮经营场所和单位培育“种养
殖基地+中央厨房+冷链物流+餐饮门店”模式，大力发
展传统特色小吃，传承弘扬地方菜、民族菜，推动地
方名小吃预包装化，加快推进预制菜基地建设，提升
餐饮质量和配送标准化水平。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促进假日消费。鼓励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增加受众面广的线下线上体
育赛事。加快县域紧密型医供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着力增加高
质量的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健康旅游等服务。

在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方面，通过开展绿色产
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
动特色产品进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四项措施，鼓励
有条件的县区对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予
以适当补贴。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配送体系，提升
电商、快递进农村综合水平，加快农村客货邮融合发
展。积极构建“甘味”品牌三级培育体系，全面打造市、
县两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大力培育企业商标品牌，
加快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计划，保护传承优秀乡土文化，积极创建省级文
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国家等级旅游民宿等，打响做亮
“陇上乡遇”乡村旅游品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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