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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康 王坤 李俊
兴）2月26日，全市强工业行动推进大
会召开。市委书记张柯兵出席会议并
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
示、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
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以及全省强工业
行动推进大会精神，深入推进强工业
行动，加快推动全市工业高质量
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永革主持。
市领导杨郃、梁英、蒋小丽、李祥、
肖庆康等出席，张永刚宣读《关于表
扬2023年度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突出
贡献企业、企业负责人和县区的通
报》。

张柯兵指出，市第五次党代会以
来，我们立足资源禀赋，把工业发展

摆在突出位置，发展动能更强，产业
结构更优，惠企举措更实，企业活力
更旺，呈现快速增长、总量扩大、质
效齐升的良好态势。当前工业发展的
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市
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认清形势，
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锚定强工业
不动摇，在“改旧”“育优”“创
新”方面加力突破，推动工业高质量
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张柯兵强调，要加快提级转型，
推动强工业取得新突破。坚持链上发
力抓产业，实现矿业经济重振雄风、
新能源产业加速突破、白酒酿造产业
提级扩能、农产品加工产业提质增
效；坚持开足马力抓生产，帮助停产
企业复工复产，促进欠产企业达产满
产，确保骨干企业稳产高产，推动产

品快产快销；坚持引优培强抓企业，
重点在全力扶、精心育、加快引上下
功夫，不断夯实市场主体对强工业的
支撑作用；坚持建强平台抓园区，提
升承载能力、管理效能和产业质效，
推动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聚
集；坚持科技引领抓创新，注重高端
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支撑，
持续提升产业含金量、含智量、含绿
量。要加强组织领导，提升强工业的
执行力。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
动，强化组织保障、要素保障、环境
保障，不断提升执行效能，有力有效
推进各项工作。

刘永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聚焦目标抓落实，不断巩固和增强工
业经济向好态势，确保“开门红”
“全年旺”。要聚焦项目抓落实，培

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持续
推动地域优势工业提级转型。要聚焦
调度抓落实，全方位跟踪生产和项目
进度，及时排查解决生产经营问题，
推动停产企业复产、欠产企业达产、
重点企业稳产，进一步释放工业存量
活力。要聚焦服务抓落实，扎实做好
“小升规”服务，持续强化“专精特
新”培育，努力壮大工业企业总量，
推动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会上，通报了2023年度全市强工业
行动推进情况；徽县、陇南紫金矿业有
限公司、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琦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交流发言。会
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区一级。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
2024年，我省将举办“诗意甘肃·丝路
长风三千里”文旅诗会系列活动，全
景式展现“交响丝路”深厚底蕴，多元
式呈现“如意甘肃”多彩魅力。

活动由省文旅厅、省文联、读者
出版集团携手我省各市州主办，旨在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全省诗
歌艺术创作和文旅市场繁荣发展。
活动以“诗意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
文旅诗会系列活动为主，还包括“诗
歌中的甘肃”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发布
活动、“如意甘肃 诗歌之路”City
Walk打卡活动等。

诗歌是甘肃深厚历史文化中一
颗耀眼的明珠，自《诗经》开始，悠久
的诗歌传统贯穿了甘肃历史文化发
展的全过程。古往今来，众多诗人行
吟甘肃大地，以精彩诗篇歌咏甘肃风
物，既为甘肃历史文化注入了灵魂，
又为陇原儿女留下宝贵文学财富。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
2000多首边塞诗中，描写甘肃的就
占一半多。

“诗意甘肃·丝路长风三千里”文
旅诗会系列活动将以诗为魂，以诗为
脉，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
用，打造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形式新
颖、艺术精湛、传播高效的诗歌主题
系列活动，通过以诗歌朗诵为主，辅
以歌舞书法等艺术表演形式，全景式
展现甘肃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以文
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以
旅游带动文化传播、推动文化繁荣。

据了解，2月28日，将在陇南文县
碧口大景区举办“陇原春晓·陇南诗
会”，拉开“诗意甘肃·丝路长风三千
里”活动的大幕。之后，将先后走进
金昌、临夏、武威、甘南、兰州等地，以
边塞诗、武侠诗词、长城诗词、红色诗
词、现代军旅诗歌等为体裁，以诗歌
演出为中心环节，深入挖掘各地诗词
文化资源，突出各地诗词文化和资源
特色，以综艺晚会、文化雅集、户外实
景演出等多种形式，通过线上线下、
主会场外景地相结合等方式，借助甘
肃文旅全媒体矩阵力量，全景式展示
如意甘肃的无穷魅力，扩大全省各地
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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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房惠玲

初春的白龙江畔梅花盛开，万物
复苏。沿着武都区向西而行，一栋栋
红白相间具有藏式风格的楼房映入眼
帘，兰渝铁路、兰海高速穿村而过，
这里便是武都区坪垭藏族乡。

坪垭藏族乡是陇南市4个藏族乡之
一。过去的坪垭藏族乡位于白龙江南
岸的高山林缘区，老百姓住在沟壑纵
横、地势险恶的九沟八梁上，东西全
靠人背马驮，行路难、看病难、上学
难是他们当时真实的生活写照，生产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2018年10月，
1236户5731名藏乡儿女从山高坡陡的
高山区搬迁到了白龙江沿岸的川坝
区，住进了“经幡飘动、莲花盛开”
的藏式别墅，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正月十五，坪垭藏族乡崇山子村
的李平正和妻子忙着在炉子上热青稞
酒，他们准备了丰富的食物和家人们
一起过罗萨举安节。月光米色的地板
擦得十分明亮，一楼是客厅、厨房和
藏式风格的围炉煮茶间，二、三楼是
卧室，每层楼都有一个平台，空调、
电视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

“现在住的楼房是政府统一建

的，我家6口人，选的是三层，只出了
4万元。以前住在地质灾害频发、交通
不便的山上，种着小麦、荞麦、大
豆、玉米等农作物，产量不高，收入
也不行。现在家里十亩地全部栽成了
花椒树，每年上肥料、摘花椒的时候
便上山干农活，干完就回来。2023

年，乡上组织让我参加了劳务技能培
训，我拿到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去
新疆打工，一天工资450元至500元，
妻子李照花除了干农活外，在村上公
益性岗位打扫卫生，年工资6000元。
我的愿望是等我们这边旅游业发展起
来后，和家里人开个游乐场。”李平

笑容满面地说。
“生计”是坪垭藏族乡搬迁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为了让搬迁群众稳得
住、有就业、能致富，武都区坪垭藏
族乡按照“山上有生计、山下好生活”
的发展路子，加快构建“3+6”农业特
色产业发展体系，(下转第二版）

张柯兵在全市强工业行动推进大会上强调

深入推进强工业行动

加快推动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

搬 出 来 的 好 日 子
——— 武都区坪垭藏族乡易地搬迁后续发展观察

本报讯 2月26日，陇南·塔
城劳务协作座谈会暨陇南·塔城
劳务协作签约仪式在市人社局
举行。

会上，新疆塔城介绍了塔城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特色产业、
重点企业用工情况；我市介绍了
陇南劳务经济发展情况，并推介
了“陇南电商”“礼贤妹”两个
省级劳务品牌。塔城地区用工企

业与到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
了对接交流。

会后，武都区与塔城地区额
敏县等3个县区签订了劳务协作
协议。

截至目前，在市、县（区）
人社部门及劳务中介机构的共同
努力下，2024年全市劳务输转
城乡富余劳动力已达到32万多
人。（来源：陇南人社）

本报讯 2023年全市上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锚定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
市目标，稳定粮食生产，贯彻落实
“一计划两方案”，坚持“点、片、
园、链、群”同构，深入推进养殖
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两个牵引”行
动，做足“土特产”文章，农业特色
产业规模、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

全市持续推进优势特色产业三年
倍增行动和畜牧养殖业“11421”增量行
动，推动特色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农业
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
头。全市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116亿

元，同比增加14亿元，增长6.2%，增速高
于全省0.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2.1个百
分点。种植结构逐步优化。全市农作
物播种面积544.1万亩，较上年增加10.1
万亩，增长1.9%；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357.9万亩，增长0.3%，经济作物
186.1万亩，增长5.2%，粮经比由66.9：
33.1调整为65.8：34.2，农业生产结构进
一步优化。产品价格不断完善。紧盯
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粮食、中
药材、苹果、肉兔、林产品等农特产品
价格开展市场调查，合理调查产品价
值核算价格，科学全面地反映农产品
市场收购、销售情况，为全市第一产

产值及增加值核算提供有效支撑。全
市第一产产值达到189.8亿元，同比净
增加22.5亿元，一产增加值同比净增加
14亿元。粮食油料丰产丰收。全市深
入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属地
责任，聚力高标准农田建设、撂荒地
整治、测土配方施肥等科技增粮措
施，粮、油等重要农产品得到安全有
效保障。202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357.9万亩，同比增加2.8万吨，增长
3.1%。油料播种面积48.6万亩，同比
增长4.9%，油料产量6.8万吨，同比增长
9.8%。农业产品日趋多样。市县统计

部门不断完善农产品生产目录，积极推
进农业农村统计改革，完善农村社会
经济统计报表制度，对涉及农业、林
业、牧业、渔业生产环节的主要产品
产量均纳入农业经济统计范畴并计算
其产值。除了常规大宗农产品以外，
其他农业统计品种共有25类87种，类
别日趋多样。畜牧生产稳定增长。近
年来，全市着眼建设现代畜牧业产业
体系，促进养殖产业扩张总量、结构
优化、提质增效，推动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2023年全市大牲畜存栏21.6万
头，同比下降4.6%，其中牛存栏14.8万
头，同比增长4.6%；(下转第二版）

2023年我市农业实现质效提升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当今时代，互联网发展日新月
异，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华民族
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在会上强
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
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

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
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
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
网络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从信息化发展大势和国际国内大局出
发，就网信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擘画了建
设网络强国的宏伟蓝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党对网信工作
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
管理、网络安全、信息化、网络法治、网
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等取得新成效，
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治网之道，正从网络大国阔步迈向
网络强国。 （下转第三版）

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奋勇迈进
——— 我国网信事业成就综述

在武都区坪垭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示范园里，康大肉兔养殖场的工人在检查肉兔生长情况（资料图）。本报记者 冉创昌 摄

我市与新疆塔城签订劳务协作协议

西和县：

建设绿色长廊 美化乡村环境
西和讯(通讯员张田 鱼勇)

去年以来，西和县按照“重点绿
化、打造精品、示范带动”的建设
思路，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的原则，坚持绿化与美化、生态与
民生协同推进，采取有力措施，狠
抓关键环节，强力推动绿色长廊
建设，美化乡村环境。

2023年，西和县自然资源局
组织实施绿色长廊建设项目2个，
投资3056.95万元。一个是稍峪
镇郭河至团庄4村行道树栽植项
目，项目全长4.44公里，涉及稍峪
镇郭河、符庄、碑楼、团庄4村，总
投资912.05万元，栽植雪松、红豆
杉等乔木3562株，栽植爬藤月季
8798株，栽植绿篱、花篱带6999
平方米，打造大地节点、入口节

点、眺望台节点3处。该项目基本
实现“春赏连翘，夏品草花，秋看
松叶，冬眺雪松”的四季生态景
观，为提升云华山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打下基础。另一个是国道567
线长道镇龙八村等4村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项目全长10公里，涉及
长道镇龙八、西团、水泉、高渭4
村，投资2144.9万元，完成人行步
道5565平方米、路沿石3757米、门
前混凝土硬化12971平方米、排水
渠802.4米、花栏3084米，打造标
志性雕塑和小节点景观4处，景观
绿化49179平方米。该项目的建
成将全面改善国道567沿线长道
段人居环境，实现人居环境、交通
环境和旅游环境的整体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