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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高 琼 李旭利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为全
力抓好粮食生产，徽县抢抓农时，拉
开春耕备耕的序幕。在嘉陵镇草滩村
的农田里，放眼望去，旋耕机、播种
机、施肥机等各式农机“大显身
手”，随坡递进的梯田地里，轰鸣的
农业机械来回穿梭，犁田播种，奏响
春耕“交响乐”。

望着农田里忙碌的农机，嘉陵镇
草滩村国兵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
国兵不禁感叹：“有了机器的助力，
耕地、种植比过去方便多了。在过
去，都是靠人力完成犁地、施肥、播
种工作，既费时又费力。现在从犁地
到播种，大部分都使用农机，省心又
高效，方便多了。”

农机一小步，农业一大步。从传
统的“镐锄镰犁”到如今的“金戈铁

马”，徽县铆足干劲，不懈奋斗，推
动了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
展，让金徽大地的每一寸土地在农业
机械化的推动下，都成为丰收的
沃土。

前些年，徽县作为典型的丘陵
山区，机械化发展滞后，由于地块
散乱小、耕地零星破碎，限制了大
中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主要农作
物、优势特色产业生产中农业机械
占有率低、丘陵山区有机难用等问
题尤为突出。

为破解山地耕作难题，徽县积极
探索山地特色农业耕作办法，学习考
察外地的成功经验，优化丘陵山区农
机装备结构，积极推广应用适宜丘陵
山区的小型农机。从适合大田耕种的
传统拖拉机、收割机到现在能飞、会
跑的农机，徽县农机装备结构不断优
化、数量持续增加，种类越来越丰

富，走出了一条具有徽县特色的“农
机上山”路。同时，创新农机服务模
式，对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紧缺的
农户开展代耕代种代收等农机作业托
管服务，探索出了永宁农机服务农民
专业合作社“全托管”服务模式和国
兵农机专业合作社“半托管”服务模
式，形成了独特的“徽县农机社会化
服务模式”。

2023年徽县新增各类农业机械
560余台（套），全县农机拥有量达
到21730台（套），综合机械化水平
高于全市9.87%，增长率高于全省
1.07%。

农机广泛运用的背后，是强有力
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2023年，
徽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多措并举优化服务，不断优化调
整农机装备结构，积极引导农民群
众、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

农业机械。据统计，全县全年落实中
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250余万元，
其中落实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
金50万元，全年补贴各类农业机械
270台套，受益农户及经营主体174
户。拉动社会投资1000余万元，用于
农机装备提升。

现如今，“耕地不用牛、收割不
用刀、喷药不下地、播种不弯腰”已
成为徽县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真实写
照。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
升，徽县成功入选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县创建名单。“铁牛”已成为现
代农业的标配，深耕深松、播种、
喷防、收割、秸秆粉碎还田……新
技术的应用、新模式的推广、新主
体的进入，提升了徽县农业生产机
械化水平，夯实了持续稳定丰收的
根基，让徽县沃野呈现出勃勃生机
和活力。

徽县：农机奏响“交响乐” 沃野耕出新丰景

两当讯（通讯员高浩东）眼
下正值森林草原火灾的易发期和
放火的关键期，两当县杨店镇精
心谋划全面部署，多措并举强化
防火巡护、隐患排查、火源管
控、宣传教育等工作，全力推进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走深走实。

连日来，杨店镇积极组织镇
村干部、护林员开展巡山工作，
在巡山过程中，全面对辖区森林
防火、森林资源保护等情况进行
排查。同时，进村入户加大宣传
力度，向群众宣传讲解森林防

火、违法砍伐木材等相关法律法
规，引导广大群众从自身做起，
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下一步，杨店镇将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文明理念，以林长制为抓手，
加大日常巡山护林力度，时刻绷
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做到防患于
未“燃”，确保森林防火工作各
项措施落到实处。

两当县杨店镇：

巡山护林不放松 守好森林安全线

春节前后，礼县禁毒办会同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深入乡镇、广场、车站、超市、酒店等场所，广泛
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 李 峰 摄

春节期间年味浓 禁毒宣传不停歇

西和讯（通讯员赵靖）2月25
日，西和县民间传统手工灯笼展
评选活动在仇池广场举行。此次
活动共接收展示全县19个乡镇和
部门手工灯笼200余盏。

评委们本着整体效果突出，
健康、安全、环保的原则，认真
仔细地评估了每一个作品，并挑
选出了创意突出、设计新颖、具
有艺术性的代表作品。最终，县

文化馆，汉源镇、西高山镇、何坝
镇、十里镇被评为优秀县直单位
和优秀乡镇，何建功、赵生元、
钱鸿玉被评为优秀个人。此次评
选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还培养了广大群
众对传统手工艺术的兴趣与爱
好，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
和审美情趣，为灯会增添了不少
色彩。

礼县讯（通讯员赵靖）为丰
富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的新春氛
围，2月24日，礼县第二届歌手大
赛颁奖典礼暨文艺演出活动在秦
人广场举行。

礼县第二届歌手大赛是2024
年礼县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之一。
活动中，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下，歌手大赛顺利举办，通过海
选、复赛、半决赛、决赛等环节
的激烈角逐，评出了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

10名，特别奖1名。
在文艺演出环节，一系列表

演精彩纷呈，民族歌曲、流行歌
曲、架子鼓表演、舞蹈等节目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春节
期间全县广大群众的文化生
活，也给全县广大声乐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对于进一步发现和推出优秀声
乐人才，助推礼县音乐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礼县：

举行第二届歌手大赛颁奖典礼暨文艺演出

西和县：

举行民间传统手工灯笼展评选活动

本报通讯员 马 露

今年寒假期间，在甘肃成县
有一支活力四射的志愿队伍，他
们入农家进田地、入社区进工
厂，“以青春之名，赴家乡之
约”，在亲身实践中获得新知，
在自我成长中服务家乡，青春洋
溢的他们与日新月著的成县双向
奔赴，将青春献给家乡。

“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社
会工作者，社会角色的转变让我
收获了很多。”今年大一的台海
兵感觉这个寒假过得特别充实。
跟随团委老师参观学习、参与活
动拍摄、处理办公室日常工作、
参加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大
会……在团县委工作的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台海兵切实感受到了

个人与家乡休戚、共振的欢愉。
他说，参加这次“返家乡”社会
实践活动，他更加深刻理解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原
则，对家乡的眷恋与祈愿更加
浓郁。

据悉，此次“返家乡”社会
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成县团委组织
近80名大学生以多方平台为基点，
多次下乡参与“迎春花”志愿服
务、走访慰问社会服务群体、助
力开展“春风行动”、开设爱心托
管班、“村晚”剧目排练与拍摄、
环境卫生整治、文档排版整合……
大学生在实践中收获成长，各个
岗位活跃的靓丽身影为家乡的发
展贡献青春力量，为青年才俊与
陇上小“成”牵线搭桥，让青春
之花盛开在陇原之土。

本报通讯员 张涛涛

“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做实同
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以案释德、以案释
纪、以案释法。”这是深化警示教育的方法
论，也是高质量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要求。
去年来，康县纪委监委以2023年查处的“县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克明严重违纪违法案”为切入点，深化以
案促改，做实做细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

康县纪委常委会坚持靶向施策，深入
剖析案件暴露的制度漏洞、监管缺失等问
题，向县自然资源局党组发出监察建议书，
督促限期彻底整改问题，健全完善制度机
制，提升以案促改的针对性、有效性。此
外，康县纪委监委还通过多种方式，督促查
摆、整改问题，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整
治，持续加强对监察建议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跟踪问效，构建监督闭环机制。

惩戒在于警示，治病为了救人。为充
分发挥“身边事”“身边人”“身边案”的警示
教育作用，康县纪委监委还向全县各级党
组织发出运用反面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的通知，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提高
拒腐防变能力。

“曾经熟悉的面孔成为警示教育的反
面典型，让人感到既惋惜又深受警醒。”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越是身边的案例，越能直
击心灵，一定要以案为鉴，老老实实做人，
清清白白干事，真正做到心中有戒、行有所
止，取得“以点带面”，查处一案、警示一片、
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成县：青年学子返乡绽新花 康县：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
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自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带头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
任务的贯彻落实。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贯彻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要求，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巩固
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要树牢造福人民
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
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
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
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
上树标杆、作表率，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
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
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
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
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上接第一版）

白马河河水清清，缓缓而流。河畔
的小路上和河岸的观景台上，白马人身
着特色服饰，错落有致，载歌载舞，跳起
了独具魅力的“池哥昼”。

河畔两岸，从周边十几个寨子赶来
的村民和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

“以色扎热！（白马语，意为新年快
乐）”头戴沙嘎帽开麦直播的省文旅厅
二级巡视员秦炳峰，对白马文化熟稔于
心，张口就来———

“大家快看，对面的村民已经情不自
禁地跳起来了，‘池哥昼’是白马传统祭
祀舞蹈，寓意祈福驱邪。”“武九高楼山隧
道开通，游客从九寨沟游玩结束后，再不
用走回头路，大可从文县白马寨穿过，欣

赏文县美景，观赏白马风情。”
30多年来，秦炳峰一直致力于甘肃

文旅“走出去”。当天来到白马山寨，
“化身”主播，助力文县文旅推介，“老秦
直播间”吸引观众直逼百万。

（三）

夜幕降临，白马山寨披上多彩外
衣———

五彩激光，将整个山寨装扮得宛
如童话世界；绚烂烟花，在山寨的夜
空闪烁；身着多彩民族服装的白马儿
女，欢聚在同心广场载歌载舞，白马
山寨很快变成一片歌舞的海洋、欢腾
的世界。

“喝一碗甜蜜的酒，酒香不醉人，唱
一曲动听的歌，歌好一片情……”一曲
《白马山寨欢迎您》，带领大家走进文县
白马人迎火把篝火晚会歌舞盛宴———
狂欢夜体验环节。

白马人善歌亦善舞。一曲源自日
常生活的《打墙舞》，展现了白马人的热
情与奔放。

又是一年元宵夜，又到了白马人喜
迎圣火的时刻。白马人自古崇尚神秘
的火种，因为火种象征着生生不息的希
望。每年正月十五晚上，白马人男女老
幼都打着火把，拿着香烛，打着锣鼓直
达本寨山神庙内，在庙前生起篝火，在
篝火旁唱歌跳舞。

草坡山上、同心广场上，白马人以

天为帷幕，以大地为舞台，亦歌亦舞，一
同迎接象征光明、美好与希望的圣火。

三声火铳炮响，草坡山上，一簇簇
火把陆续点燃，然后大家列队，沿着蜿
蜒山路，迤逦而行；火把像一条长长的
火龙缓缓而下，朝着村寨走来，孩子们
则点着小火把迎接，表示后继有人。

很快，草坡山上与同心广场上的火
把已然连接起来，在人群中明丽蜿蜒。
从高处看，果真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白
马人美好的明天。

“熊熊的火把烧起来，烧呀嘛烧起
来，欢乐的火圈舞跳起来……”不多时，
现场呐喊声四起，原来所有火把汇聚一
起，燃起熊熊火光。紧接着，伴随着优
美的旋律，白马儿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手拉手，肩并肩，跳起“火圈舞”。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山寨的
春天已经到来。”夜已深沉，优美的歌
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迷人的白马风
情，还在眼前闪现。

王顺云遗失驾驶证，证号：622621199503165513， 现声明
作废。

挂 失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在迷人的“白马风情”里，开启陇南探寻之旅

宕昌讯 今年来，宕昌县木
耳乡紧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短板
弱项，着力突破行政管理界限，
在马莲、奤治、瓦拉子三个村探
索以“组织联建”为动能、以
“产业互补”为依托、“风险共
摊”为支撑的“联村抱团”机
制，建成养殖场一处。

该项目总投资580万元，总占
地面积16.56亩，年可饲养基础母
羊300只，年繁育羔羊750只，正
常年存栏1000只以上。截至目
前，已出栏450余只，存栏780余
只，2024年预计可为3个村集体经
济分红20余万元。

近年来，木耳乡以党建引领
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健全村集体
经济组织章程、完善组织架构、
加强制度建设等措施，让多个支
部联合在一起，构建多个支部抱
团发展，形成以强带弱、以弱聚
强，推进工作落实。以优化产业
结构为重点，按照“产业相融、
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思路，
木耳乡通过共享资源，实现融合
化发展。结合撂荒地整治，在奤
治村种植苜蓿1000亩，为羊场提

供青储饲料；在瓦拉子村、马莲
村通过“公司为25户三类户提供
母羊和羊羔，对母羊育肥后进行
回收”的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在此基础上预计2024年带动
全乡124户三类户发展养羊产业，
切实保障三类户稳定增收。

还利用“村办合作社+能人大
户+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
村级集体资金投资协商机制，针
对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有门路
缺资金、有资金无门路”，“持
续投入跟不上、闲置资金没处
投”现象，将投入到村级的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资金、东西部协作
资金和村级自有资金、贷款资
金、群众自筹资金等打捆汇聚到
村级联合体，由联合体根据发展
需求确定投资项目，提升资金投
向的精准度和效益，合作社等负
责人为议事会核心成员，将项
目、资金、实施等作为重点议事
内容，实行“一月一例会、一季
一商议、半年一总结”和“特事
特议、要事共决、实事共办”机
制，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来源：宕昌发布）

宕昌木耳乡：

村集体经济发展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