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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俊兴

一排排兔笼整齐划一，一只只白
兔或闭目养神，或安静地进食，或悠
闲地蹦跶着，一个个萌样十分可
爱……

1月25日，市融媒体中心“和美
新陇南”2023发展成就主题宣传全媒
体采访组走进武都区隆兴镇小沟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

养殖场负责人孙永强穿梭在兔笼
间，正在打扫卫生、添加饲料、查看
兔子的生长情况。对于饲养肉兔，他
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专
家”。

“去年区兽医畜牧站调配了优质
种兔500只，繁育了高品质肉兔2万余
只。”孙永强说起肉兔的养殖，如数
家珍。

孙永强是回乡创业青年，在成立
合作社之前，他在外务工，也在本地
种植过中药材，后来无意间观看了央
视财经频道的致富栏目，萌生了在家
乡发展养殖业的想法，于是前往四
川、山东等地考察，最后决定养殖杂
交肉兔。

万事开头难。真正开始养殖时，
却并不像书本上介绍的那样简单。在
养殖初期，无论是饲料搭配还是种兔
选择，身边都没有经验借鉴，大多靠

看视频学习和咨询畜牧专家。
“刚开始从天水购买了50只种

兔，由于经验不足，最后只成活了8
只。”孙永强从2019年7月份开始养
殖肉兔，为了掌握肉兔养殖技术，他
多次到肉兔养殖技术成熟的地区去考
察学习，经过不断的探索，终于掌握
了技术要领。

有了技术的加持，再加上当地政
策的大力支持，他的肉兔养殖基地逐
渐发展起来，兔场占地面积达到了3
亩左右，厂房面积也达到了400平方
米。养出的肉兔不仅热销川渝地区，
对城里的“农家乐”也常常供不应
求。去年，孙永强的肉兔基地产值达

70余万元，带动11户农户增收800-
3000多元，给村集体经济分红2.3
万元。

家养十只兔，不愁棉和布；家养
百只兔，走上致富路。这句在养兔人
间广泛流传的顺口溜是孙永强生活变
化的写照，也是他回乡创业的动力。

“今年打算再扩建一座兔舍，种
兔数量增加到1000只，年出栏达到4
万多只，产值达150余万元。”谈起
自己的新年计划，孙永强信心满满。

武都隆兴：“兔管家”的致富经

春节将近，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市区阶州大道、站前广场、滨
江公园等地均点亮了盏盏彩灯，不仅扮美了城市夜色，也成为市民休闲拍
照的热门打卡地。 本报记者 李 董 摄

连日来，礼县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喜迎新春佳节，街道公园工作人员忙
着装彩灯、挂灯笼，亮化美化城市街道。 本报通讯员 王喜平 摄

近日，在西和工业园区
龙辉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加
工生产粉条。据了解，该企
业年产粉条2000余吨，销售
额达2000多万元，带动就业
50余人。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本报讯（通讯员王艳）2023年
以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多措并举
谋发展，全力以赴抓落实，生态环
境质量稳步提升，多项指标居全省
前列。全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98 . 3%，细颗粒物
（PM2.5）浓度值为20微克/立方
米，均位列全省第一；可吸入颗粒
物（PM10）浓度值为51微克/立方
米，位居全省第二；环境空气质量
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
市12个国控、5个省控地表水断
面、2个地下水监测点位、16个县
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年均值达标率均为100%。土壤环
境质量安全可控。

为深入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23年，我市强化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加强夏秋季臭氧污染防
治，严查“四烧”，对建筑施工工
地、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等进行检
查、抽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单
位、企业及时整改；深入开展水源地
环境问题风险排查，持续推动入河
排污口现状调查工作，全市共排查
入河排污口2387个，完成监测448
个，各类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完
成64个农村环境整治和4条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项目建设任务，开展涉
新污染物、危险化学品、医疗废
物、报废汽车拆解等行业企业固废
危废问题排查整治，完成“十四
五”重金属总量年度减排任务，全
市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安全可控。

我市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多项指标居全省前列

西和讯(通讯员鱼强)日前，第
六届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
作者评选结果公布，西和县文联主
席、陇南市书协副主席吕程入选。

吕程，甘肃西和人，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优秀青年文化
人才，其作品荣获第四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佳作奖、甘肃省第九届敦煌
文艺奖，入展“百年伟业”——— 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
展、第十二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
等大型展览30余次。先后荣获2017
年、2020年省书协优秀书法家，
2021年度省书协先进个人。

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结果公布
我市1人入选

（上接第一版）

落子当为全局谋。发展文旅康养
产业，对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跨
越、蓄势崛起的关键时期的武都，无
疑是找准比较优势的不二选择，是新
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按照省、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和
有关文件精神，武都区加强顶层设
计，做好“全域规划”文章，牢固树
立“全域游+大景区”建设理念，编制
《文化旅游“十四五”发展规划》
《文旅康养总体规划》等5个规划，构
建“一城服务、四区支撑、两带串
联”的空间布局。

“一城，”即武都城市中心；
“两带”，即兰海高速带和平绵高速
带；“四区”，即万象洞康养休闲度
假区、五马裕河大熊猫国家公园区、
金马池高原运动休闲区、米仓山系文
旅示范区。

2023年8月23日，在武都区文化
旅游发展大会上，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促进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明确力争用5年时间成功创
建万象洞5A级旅游景区、姚寨沟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和苏坝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

一个集观光旅游、洞穴探险、休
闲度假、冰雪运动等要素为一体的全
域旅游大格局值得期待！

2023年全区共接待游客505万人
次，同比增长185.06％，创旅游综合
收入27亿元，同比增长187.01%。

珠落玉盘弄新景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一路走来，武都区发展文旅康养

的路径清晰可见：坚持科学规划布
局，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项目建设，
加强对外合作，积极拓展市场，打造
独具特色又令人耐读耐品的“诗与远
方”目的地。

发展文旅康养产业，项目建设是
“牛鼻子”。

武都区着力做好“景区打造”文
章，按照“覆盖城乡、全民共享、实
用便捷、富有特色”定位，扎实推进
万象洞康养休闲度假区、五马裕河大
熊猫国家公园区、金马池高原运动休

闲区和米仓山系文旅示范区建设任
务，着力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升级基
础服务功能。

2023年谋划实施文旅康养项目24
个，总投资16.04亿元，完成投资12.8
亿元。

“万象景区规划将万象洞与周边
的姚寨沟、千坝草原、南山公园、橄
榄新城等旅游板块通过旅游环线串
联，打造‘旅游+文化+康养+体验’
的集溶洞景观、高山草原、生态山
水、民俗文化于一体的文旅康养综合
体。”武都区城乡振兴集团公司总经
理马如江介绍。

重看景，更重入景；造景观，更
造氛围。

为最大程度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
间，规划中的万象景区规划总面积约
122平方公里，包含姚寨沟山水溪谷体
验片区、雪域圣境观光祈福片区、千
坝草原藏羌文化片区、空投坪亲子研
学片区、万象洞地质科普片区、南山
公园城市休闲片区和橄榄新城产城融
合片区等7大功能片区。

由“看景”变“入景”，旅游体
验的升级不只是万象景区。

在五马镇五马街村，原本单调的
灰白墙被画师当成了巨大的画布，一
栋栋民居在他们的笔下瞬间变得灵动
起来，让远离城市喧嚣的人们仿若跌
进了一个儿时的童话梦境里。

在裕河大景区，从绿色茶园到
“万家灯火”，从白沙沟金丝猴到八
福沟水韵，从游客集散中心到农家小
舍，移步换景、相融共生，透过一个
个角度，各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尽收眼
底，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据介绍，裕河景区依托大熊猫国
家公园品牌和裕河、五马、琵琶等乡
镇生态山水、历史人文、田园村镇、
特色风物，将沿线12个村级节点串联
起来重点打造。

这一集生态观光、康养度假、文
化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康养休闲度假综
合体，力争2025年前全面完成建设
运营。

一景似一珠，珠珠弄新景。
如今的武都，处处见美，步步入

画。武都区古今里旅游休闲街区成功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

单，裕河、五马、桔柑等特色小镇建
设稳步推进，着力打造一批文化名
镇、商贸重镇和旅游强镇……

文旅相融韵味浓

依山傍水，负阴抱阳，恬静幽
深，错落有序。一座特色民居，传承
着武都数百年厚重的文化……

2022年伊始，在全力推进裕河景
区环线建设的过程中，武都区对濒临
倒塌的郭家古民居进行修缮恢复。

郭家文化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初
年，为马坝郭氏一家世代居住和经商
所用，曾为一进两院四合院建筑，石
块堆砌地基，沙土夯筑墙体，榫卯连
接木梁，青瓦铺盖屋顶，虽经百年风
雨，却“墙倒屋不塌”。

如今，穿越千百年的时光，古老
的大院重焕荣光。

“宅院修缮中，尽可能地保持了
原貌。”五马镇人大主席袁辉介绍，
郭家大院屋舍布局追寻伦理道德、天
人合一；门厅楹联平仄入韵、立世化
人；砖石雕刻浑厚饱满、取向高雅；
木雕画面寓意丰富、修性养德；漆画
艺术惟妙惟肖、形象逼真。

“我们生活在这里，院落就是活
的，历史就可触摸。”让郭家后人自
豪的是，宅院已成为游客体验当地活
态民居文化的打卡地。

承古之文韵，开今之生面。不止
郭家大院，武都区做好“业态融合”
文章，坚持以“旅游+”为核心，推动
旅游与文创、教育、生态、健康、体
育等业态融合。

从主管部门到行业一线，文化
和旅游从业者们以人为本、勇于创
新，积极构建特色文创产品体系，
武都万象文化创意园区获批为中国
文联第二批“文艺两新”集聚区实
践基地。

武都紫泥文创系列、金丝猴文创
IP建设项目荣获省级大赛“城市文旅
创业达人组”优秀奖，同时大力推动
农旅产品研发，开发武都花椒、油橄
榄、茶叶、红芪、崖蜜等旅游商品74
种300多款，“爆款”文旅产品竞相
涌现。

“诗”和“远方”，“融”得越

来越自然，“合”得越来越协调。

花开有声香益远

发展全域旅游，不仅要有好的
“家底”，还要敢吆喝、会吆喝。

武都区积极创新思路，整合资
源，做好“区域合作”文章，坚持
“区域协同、跨省协作、南向协
进”，不断扩大县域“朋友圈”。

策划系列重大节庆赛事，让武都
成为吸睛“焦点”。成功举办了首届
联盟成立大会，与9市（州）38个县
（区）共同签署了《甘川陕毗邻地区
文旅环线战略联盟 2 0 2 3 武都宣
言》，携手推出了涵盖9市州的5条
精品旅游线路。举办武都区“万象
杯”旅游民宿设计大赛等活动，多角
度、全方位铺展武都旅游的迷人
画卷。

做好“综合保障”文章，发展文
旅康养成“热点”。积极构建“党政
齐抓共管、部门支持配合、社会积极
参与”的工作格局，投入专项资金，
真金白银支持文旅康养产业发展。加
强专业人才培育，分批次组织优秀人
才外出学习。

实施文旅消费提质扩容行动，设
计消费“爆点”。大力建设特色商圈
和商务集聚区，提升“食尚武都”美
食街，启用万达缤纷城商业综合体，
推进古今里休闲街建设，形成了一批
精品特色街区、夜间经济集聚区和网
红打卡地。

在白龙江畔湿地公园，景观节点
串珠成连，白天，人们尽享自然之美、山
水之趣；入夜时分，热闹非凡、星光璀
璨，这里的夜被无限延长……

文旅康养产业是旺人气、活市
场、增消费的生态产业、绿色产业、
朝阳产业。

站在新的起点，武都区提出，要
加速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开发九寨沟
双向旅游精品线路，着力构建现代文
旅康养产业体系，实现全域旅游高质
量发展。

串点成线处处景，串珠成链皆风
光！今日之武都，正以新的姿态发展
全域旅游，以新的姿态迎接美好
生活！

全全域域布布局局，，一一路路繁繁花花满满眼眼春春

成县陇豫天润食品加工有限公
司生猪定点屠宰加工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
公示，公开信息如下：

一、项目概况

⑴项目名称：成县陇豫天润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加工
项目

⑵建设性质：新建
⑶建设单位：成县陇豫天润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
⑷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

7900万元，建设资金由企业多渠道
筹措解决

⑸建设地点：甘肃省陇南市成
县城关镇袁大村，厂址地理坐标为
北纬33 44‘ 59.690“，东经105 
47’20.325”

⑹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15亩，
用地性质均为工矿用地；拟建全自
动生产16万只生猪屠宰生产线一条

⑺劳动定员：定员为30人
⑻工作制度：日工作2班，年工

作300天，每班8小时
⑼项目实施进度：项目建设周

期为8个月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网络链接：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www.eiacloud.com)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⑴电话预约申请查阅：联系人：
李工；联系电话：0931-4686635

⑵电子邮件预约申请查阅：电
子邮箱：1715614613@qq.com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包括成县陇豫
天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
宰加工项目周边2.5km范围内的居
民以及村委会，当地生态环境、林
业、城建等政府部门，同时也欢迎其
他关注成县陇豫天润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加工项目的群众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www.eiacloud.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我公司的联系方
式，采取信函、电子邮件和亲自送达
等方式提交意见表。

六、公示期限：十个工作日
成县陇豫天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2024年1月30日

成县陇豫天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生猪定点

屠宰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