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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国庆

隆冬时节，走进宕昌县哈达铺
华昌药材城中药材晾晒场，到处堆
放、晾晒着中药材，在阳光照射
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药香。

不断发展的中药材产业，不仅
让种植户受益，也有效带动当地群
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哈达铺镇力藏村村民李刘桃、
冉合彩、李玉霞常年在中药材产业
园整理加工药材，每月能拿到3800
元左右的工资，从一名家庭妇女变
身“上班族”，既能照顾孩子又能
在家门口挣钱，她们对现在的生活
十分满意。

宕昌县已查明的药材有690多
种，全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稳定在
40万亩以上。

庞家乡竜哈村党支部成立鑫民
源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
托管农民土地130亩，通过支部引
领、党员带头、政策扶持、合作社
兜底的方式，助力农户增收，合作
社年均发放农民工工资50多万元。

目前，庞家乡在大牌梁建成中药材
标准化示范点2300亩，拉路梁中药
材标准化示范点700亩，大庄村中药
材育苗基地300亩，建设饲草料种植
基地1000亩。

理川镇以“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目标，积极发展黄芪、红
芪、当归、大黄等中药材产业，产
值逐年递增，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带
动当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支柱产
业。理川镇六合合作社2023年共计
收购红芪、黄芪、党参300吨，收
购鲜黄芪110吨，收购党参（干
货）10吨，预计年销售额达1200
万元。

宕昌县强化合作社、家庭农场
的示范引领，探索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鼓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
联合种植、规范种植，壮大特色优
势产业，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和电子商务一体推进的发展机制，
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

从2021年3月开始，宕昌县依托

现有的40万亩种植基地、320亩商
贸交易基地、150亩仓储物流基地和
1000亩综合加工基地，高标准规划
建设集中药材绿色种植、生产加
工、仓储物流、销售交易为一体的
百亿级现代农业（中药材）产业
园。同时，宕昌县还实施精深加
工，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加工、配方
颗粒、生物农药等多元化特色产
品，培树具有宕昌地方特色的
“名、优、贵、稀”道地中药材知
名品牌。

2023年，宕昌县重点对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政企合作项目用地及
租赁费用减免、中药材精深加工设
备购置、中药材产业技术推广示
范、入园企业带动就业等奖励措施
做了调整优化，为企业量身定做一
系列“政策套餐”。成功引进入园
企业（合作社）171家，出口65吨中
药材，实现了宕昌县中药材产品直
接出口“零突破”，园区交易6.1万
吨，奖补720万元，交易金额近20
亿元。

“筑巢引凤”抓项目，链式思

维强产业。自全省“三抓三促”行
动开展以来，宕昌县紧盯招商项目
开工率、资金到位率，严格督导检
查，强化考核奖惩，有力推动中药
材招引项目从“纸面”落到“地
面”。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提高
中药材附加值；总投资1.5亿元的园
区高标准设施优质种苗繁育项目、
总投资8000万元的中药材创新供应
链开发项目于2023年10月份开工建
设，总投资6000万元的康牧草药饲
料厂项目已建成投产，总投资2.5亿
元的宣抚堂中医药制药厂一期项目
即将建成投产。

产品聚合一地，产业聚链成
群。宕昌中药材产业正从“卖原料”
向“卖产品”跨越，中药材“好”的优
势正加速释放，全县中药材产业将
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宕昌县：药企聚链成群 药材飘香四海

本报讯（记者罗艳）1月23日，陇
南机场迎来2024年第一场降雪，为应
对寒潮雨雪天气，保障航班正常起
降，陇南机场立即启动除冰雪预案，
全力以赴对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等
区域积雪进行清理，确保机场整体运
行平稳有序。

为确保航班正常起降和旅客安全
出行，陇南机场在总结前期降雪清雪
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与空管单位、航
空公司以及地方气象单位的沟通，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并组织干部职工迅
速行动，出动吹雪车、除冰车立即开

展作业，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
开展道面清雪、航空器除冰作业。在
机场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干部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经过2个小时的奋战，飞
行区道面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证了
飞行区道面始终处于适航状态。

“陇南机场将以此次成功应对降雪
天气为契机，坚持以机场安全保障为导
向，持续关注低温、雨雪预警信息，积极
做好物资储备和人员备勤工作，进一步
加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管理，严格把
控运行风险，确保机场冬季运行安全。”
陇南机场相关负责人说道。

强彩霞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
码：201862242622625198602253325，
现声明作废。

甘肃公航旅集团（陇南）投资有限
公司遗失工会基本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8310001499201，现声明作废。

1月23日，工人
在康县城区主干道
悬挂大红灯笼。春
节将至，康县提前
部 署 ， 按 照 “ 节
俭 、 喜 庆 ” 的 原
则，在城区各主干
道悬挂红灯笼，营
造祥和、喜庆的节
日气氛。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上接第一版）
招商引资喜结硕果

武坝村位于成县西北部，距县城27公里，
全村188户，718人，辖8个村民小组。过去，
因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是全县深度
贫困片带村之一，2020年实现全村脱贫。近
年来，作为武坝村帮扶单位，市政协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沉下身子，主动担当，奋力作为，
始终坚守在帮扶第一线，积极为乡村振兴出谋
划策，献计出力。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发展动力，帮
扶工作队协助乡党委借东西协作有利机遇，引
进青岛合成农业科技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
成集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合作社
一家；引进投资1200万元建成蜂蜜深加工生
产厂一家；协助村上能人大户创办特色产业合
作社两家。通过招商引资，使地产中药材和土

蜂蜜通过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销往全国各地，
全村人均收入25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增加
收入5万元以上，迈上了乡村振兴快车道。

基础设施建设富民兴村

几年来，市政协和帮扶工作队多方争取协
调资金1200多万元，硬化通村道路28公里，
修建新式卫生厕所128座，安装太阳能路灯
120盏，新建村党群活动中心一座、文化广场
一处。2023年，积极争取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项目，着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乡村
旅游，加快推动当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蝶
变。按照规划全力打造文旅项目，先后建成了
跳岩戏水、亲水平台、数字驿站、幸福密码、
相遇二郎蜂蜜之乡广场、山野记•灵隐二郎摩
旅烧烤基地、武坝休闲垂钓池、亲子沙滩乐
园、观赏鱼池、荷花池等景点。

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帮扶工作队和村
“两委”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话往
一处说，事往一处做，形成“决策共谋、发展
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生动活泼的良好
氛围，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创造美好环
境和幸福生活。

如今，昔日的贫困村已经成为成县乡村振
兴示范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以产促农、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在这个曾名不
见经传的山村体现得淋漓尽致。

村史馆成为找寻乡情的港湾

2023年5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英
来到帮扶点武坝村蹲点调研。所到之处，深刻
感受到武坝村人文美和自然美的温馨。

在调研中，她阅览地方史志，走访高龄老
人，得知武坝村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

个自然风光优美的旅游胜地，更是一个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的人文重地。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
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撰成的《通志》称“泥功
山在县西北，上有旧城基。唐贞元初权置行成州
于此山。”清乾隆六年编撰的《成县新志》亦有
“氐人杨灵珍据此归款于齐”的记载。清嘉庆十
三年（1808）成书的《武阶备志》称：“泥功山
在县西北，高出群峰，唐宋以前为天水仇池孔
道。”据当地老人介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
修建山区公路和改土造田时，曾在泥功山一带
发掘出土了一些古代的陶器、铜器、玉器等珍
贵文物。这些有关古代历史文化的信息，使她
感触良深，萌生了筹建村史馆的想法。经和村
“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帮扶工作队共同探讨、协
商，很快达成了共识。在她的关注和支持下，筹
备工作很快就进入展品征集阶段，村民们对建
村史馆都十分支持，纷纷将收藏的文物古迹及
有关器物捐献出来，经遴选有近百件实物入展，

展品分为出土文物、农耕文明、当代乡贤三大板
块。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罐，汉代铜器，
唐宋时期的青花瓷瓶、瓷罐、瓷碗等。尤其称奇
的是宋代玉雕“四大美人屏风”，堪称稀世之宝。
这些出土文物保留了泥功山古代文化的原态风
貌。农耕文明部分展出了几十种古今农耕时代
的器物，包括织机、纺机、各种古式农具、崖蜜蜂
巢等；当代乡贤部分，村史馆正在组织编写当代
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传记，征集各种荣誉证书等
实物，使当代乡贤的思想内涵进入现在的生活。

每当游人前来参观时，村史馆负责人总能
如数家珍般地进行介绍，使村史馆成了人们寻
找乡情和留住乡愁的港湾，体现了新时代武坝
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
追求。

今日的武坝万象更新，一幅生态美、产业
美、乡村美的绚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张 忠）

（上接第一版）

——— 大力推进“集成办”“异地办”“线
上办”，目前甘肃政务服务网陇南子站共上线
13类106个“一件事一次办”服务主题；政务
服务网上线“跨省通办”事项157项。

——— 完成政务数据资源目录编目工作
14864项，完成率100%，编目事项覆盖率
100%，资源挂接率100%。

——— 持续推进历史证照数据归集，累计认
领262类，归集894.82万个历史证照，电子印
章加盖率达100%。电子证照累计调用447438
次，为“免证办”提供了有力支撑。

……
在电子商务发展热潮中，陇南也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答卷。
数据显示，2023年“陇南电商”平台会

员总数达到58万人，入驻商家1400余个，与
国内外800余家供货企业建立了供应关系，上
架产品3万余款。

这一串串实实在在的数据背后，是陇南老
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更为陇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新动能。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方向既定，路径即明。地处西部地区的陇
南，在大局中定位，在大势中定向，抢抓互联网
机遇，探索出了新兴数字产业提速崛起之路。

时针回拨，一个个重要的节点逐渐显现。
成立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领导小组及数

字政府建设专班，按照全省数字政府“12345
+N”总体架构，完成市级承建的12个系统平
台及县区承建的3个系统项目建设，实现省市
县三级无缝对接、协调联动；

2023年8月18日，召开全市数字政府暨项
目建设百日攻坚推进会议，发动市县乡村四级
干部群众全力投入百日攻坚行动，“过筛子”
提升指标数据；

2023年11月16日，召开陇南数字政府服
务能力提升百日攻坚总结大会；

……
陇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的重要论述，主动顺应互联网
大数据时代潮流，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开
发了一系列便民应用平台系统，编制完成《陇
南市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意见》《陇南市数字政
府建设方案》。

数据为王，落地生花。陇南还积极融入工
业互联网，扩大油橄榄、中药材数字农业示范
基地规模，拓展农产品质量溯源数字技术应
用，加快农业全过程数字化。

在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通过大数
据智能化管理系统对猪场实行自动控制，既实
现了养猪场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又为
生猪在最适宜环境下健康生长、精准饲喂和生
产绿色优质产品创造了条件，节本增效显著。

甘肃琦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仓储基地的中
药材外包装上都印有二维码和数字编号。据介
绍，这是中药材的“身份证”，消费者通过扫
码，可以清楚地了解产品的种源、种植管理、
加工、质检、仓储信息等全流程信息。

一项项措施落实到位，一个个举措掷地有
声，一条条制度落地成章……让老百姓真正实
现了从“门难进、事难办”到“少跑腿、数据
多跑路”，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
跑”的美好愿景；也见证着陇南新兴数字产业
加速崛起的奋进步伐。

（三）

当今社会，“数字红利”加快释放，“互联网
+”深入生活，深刻地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

作为陇南最鲜明、最突出、最靓丽的符号之
一，“互联网+”也让陇南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
状态成为历史。陇南电商已成长为西部农村电
商的领航者，村民“在线上”、隔空“能诊脉”、种
地“望云端”、销售“网全球”、振兴“摸得着”。

观大势者明，顺大势者胜。
展望2024年，陇南将继续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通过新技术新应用延长、拓宽、挖深产
业链，紧密结合数字经济与既有优势产业，释
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起到1+1>2的效果。

从这个认识出发，市委五届八次全会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动新兴数字产业在
‘两新三赋’上下功夫，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要求。

每一条措施都从细着手，向实处发力：
要着力加强新基建，聚焦5G基站、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人工智能等重点，加快建设满
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

要跑好电商新赛道，加快智慧冷链物流园
建设，健全乡村物流体系，升级数据分析应用系
统，开发适销网货，发展直播带货，拓展跨境业
务，抢占新零售市场，持续擦亮陇南电商品牌。

要赋能产业发展，着力建设智慧农业示范
基地，持续推广工业互联网，积极发展智慧旅
游，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

在赋智公共服务上，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提高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便民服
务普及率，拓展便民事项“网上办”领域，让
群众享受更多“数字红利”。

在赋力社会治理上，要继续升级改造自然
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指挥系统，用好“陇南乡村
大数据”平台，促进线下网格与线上社区衔接
联动，着力建设“数字陇南”。

要认真落实《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加快推进金徽
酒数字化应用、康野土特产区块链、工业互联
网平台等项目进程，建设一批智慧矿山、智能
工厂、数字车间，支持陇南电商再创新高，示
范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心之所向，行必能至。现在的陇南，正以
互联网为笔，大数据为纸，继续书写勇立潮头
的创新故事。

（上接第一版）

陈军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讲成
绩实事求是，谈问题客观准确，谋未
来站位高远，促发展实招满满，保民
生字字关情，让人激情满怀、干劲倍
增。礼县是秦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将
继续加强秦文化研究、发掘和整理，
做好保护、传承、开发工作，做优做
强秦文化品牌，把文旅康养产业打造
成县域发展的聚宝盆。建议：一是将
大堡子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列为省列
重大项目。二是将礼县四角坪遗址保
护项目申报为2024年文化传承发展
“专精特新”工程储备项目和重大投
资项目。

刘玉红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用
较大篇幅部署了农业产业发展，为油
橄榄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
议：一是政企联合，不断加大对油橄
榄产业的宣传推介力度，擦亮甘肃油
橄榄品牌。二是尽快审查批准实施
《甘肃省油橄榄产业发展规划（2023-
2035）》。

曹艳代表说，听了政府工作报
告，更加坚定了自己深耕文旅产业的
信心和决心，将围绕康县“文旅赋能
型”发展定位，对自己的民宿事业发
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提升，力争把产
业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吃上旅游
饭，过上好日子。

挂 失

陇南机场全力除雪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杨建芳）“刚才参
观了万象洞，感觉很震撼。里面的石
笋、石柱很漂亮，灯光秀也很吸引
人。”1月23日，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林
冠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当天，“2024年全国台联第三十
届台胞青年冬令营甘肃分营”营员来
到武都区万象洞景区参观。来自台湾
25所高校的27名大学生以及中华文化
经贸交流发展协会、中华青年发展联
合会成员参加此次活动。

23日至24日两天的陇南行程中，
台胞青年先后前往西和县宁家村、武
都区万象洞景区、宕昌县哈达铺红军
长征纪念馆，研学中华传统文化，了
解乡村振兴成果、领略祖国大好河
山，感受地方民俗风情，见证中国式
现代化甘肃实践新成就。

林冠廷说，通过此次活动，感受
到陇南地域特色明显，历史文化厚
重，希望有机会再次来这里。

“这次陇南之行很让我惊讶，我考
虑继续在大陆攻读研究生，以后工作需
要的话，也希望留在大陆工作。”来自台
湾东华大学的谢欣妤说，她目前作为交
换生正在北京大学学习。

据悉，台胞青年冬令营是广泛联
谊台胞、热情服务台胞、紧密团结台
胞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项目和重要交
流平台。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冬令营自
1989年以来已举办29届，先后共有
7000余位台胞青年参与。活动旨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展现大陆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增进两岸青年交
流互动，以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台胞青年在我市开展2024年全国台联

第三十届台胞青年冬令营甘肃分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