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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到西和县商业广场，一
排排样式新颖的建筑物整齐排列，楼
宇间前来购物消费、咨询洽谈的群众
络绎不绝。

作为省、市、县三级政府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各级相关单位高度重视
该项目建设，多次实地考察、沟通协
商，西和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更是多次
与客商对接洽谈，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

“在我这里咨询的客商每天都会
有二三十个，刚刚还签了3号楼的小吃
美食商铺的协议。”商铺销售员郭芳
霞介绍，3号、6号、9号楼自开盘以
来，美食广场、儿童天地、品牌街区
备受关注。

西和县杭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商业广场项目总经理吴明兵表示，

该项目由浙江天基茂业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总投资17亿元，总用地面积
122.07亩，总建筑面积为12.53万平方
米，计划分三期建设完成，涵盖城市生
活广场、特色美食、文娱休闲、儿童天
地、精品家居、游乐园、创客中心、数字
社区、电子商务、直播中心等业态，旨在
打造集服务、体验、观光于一体的一站
式商业集散游乐购物商业公园，为群
众带来休闲新体验。

项目自2023年4月上旬开始洽谈，
7月在第二十九届兰洽会重大项目签约
仪式上正式签约，8月10日开工建设。
从洽谈到开工，该项目用时仅4个月，
以高效率和优服务跑出了西和县招商
引资“加速度”。“项目建成后将对
西和县及周边地区促进消费、调整结
构、吸收就业、扩大税收、提升城市

品质形象、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发挥
重要作用。”西和县招商引资局副局
长安静说。

据了解，西和县商业广场项目计
划于2025年8月全面完成建设。目前一
期工程已基本建成，项目标志性建筑
摩天轮已完成安装和亮化，6号楼已入
驻部分餐饮企业。

“西和县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集
约式的商业中心，现在的商业广场正
好弥补了这个空缺。”正在咨询商铺
的刘先生说。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
事，毫末必去。发
展的根本目的就是
为了让人民群众过
上好日子。近年
来，西和县深入贯

彻落实陇南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
要求，聚焦民生发展需求，优化县
域营商环境，立足自身发展优势，
主动出击拓宽渠道，整合各方资
源，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频次招商
活动，引进诸多民生项目，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奠
定了良好基础。

站在新起点，西和县将始终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好“招商引资”
这关键一招，竭尽全力解决民生难题、
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

（赵明远 李小海）

西和县：招商引资项目扮靓一座城

本报讯 近年来，省人社厅多措并举推进失
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落实，2023年为2万余户企
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3亿多元，发放企业一次性
扩岗补助3000多万元，激励各类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2万多人，为1万余人发放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2000多万元，充分发挥了失
业保险保生活、提技能、促就业的积极作用。

人社部门聚焦服务对象办事难、办事繁等问
题，多措并举，综合施策，为企业和群众提供高
效便捷服务。坚持将业务经办全部纳入信息化管
理，取消手工经办，同时从群众办事更方便、业
务流程更顺畅入手，优化网上办事流程，实现业
务经办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积极推动“免
申即享”模式，首创设立了确认书和告知承诺
书，对于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由信息系统自动生
成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确认书和告知承诺
书，告知企业资金用途，在企业进一步确认关键
信息后，由经办部门审核、公示，并直接拨付稳
岗返还资金，有效防止资金支付错误和违规使用
问题发生。全面精简材料，人社部门推行“畅通
领、安全办”，对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
技能提升补贴网上申报“应减尽减”，企业申报
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明材料，个人申领技能提升补
贴仅凭身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通过一系列举
措，让信息数据多跑路，服务对象少跑腿，努力
实现由“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

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紧盯业务经办关键环节
及早谋划，摸清底数，确保落实政策及时见
效。全方位主动联系企业，提前对企业进行预
筛查、返还资金预计算，建立健全工作台账，
指定专人主动联系企业，提醒督促企业尽快确
认稳岗返还金额。对于参保单位历史数据不准
确、企业划型缺失、账户信息错误等情况建立
台账后延长受理时间，实施“容缺办理”“告
知承诺制”，想方设法协助企业享受政策。全
方位主动服务群众，社保经办机构对企业经办
人“手把手”“面对面”服务，“一对一”指
导。为了让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的参保人员能
够顺利申请到技能提升补贴，各地社保经办机
构赶在2024年元旦放假之前，加班加点受理申
报，确保参保群众充分享受失业保险阶段性政
策红利。

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深入实施“社保服务进
万家”活动，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组织人
员进企业，同步开展政策宣传、服务体验和问题
解答活动。 （据《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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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康）4月17日，甘
肃青陇胜农高端牛业智慧生态科技产
业园开工仪式在礼县盐官镇举行。市
委书记张柯兵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
工。中焜集团董事长杨金涛介绍项目
情况。市领导蒋小丽、张永刚、王凡
出席。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工程中

心副主任丁贞玉，中国农科院北京畜
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雅
应邀出席。

近年来，陇南认真贯彻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引大
引强引头部”行动，坚持以牛羊猪
等规模化养殖业为牵引推动农业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深入实施畜牧养
殖业“11421”增量行动，加快发展
标准化规模养殖，规模化养殖企业
数量、质量大幅提升，带动一产增
加值快速增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次开工的
项目是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4.5亿

元，建成后可实现年存栏高端优质
肉牛10000头、年出栏6000余头，
预计带动养殖户2000户，对于促进
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市直有关部门和礼县四大班子负
责同志参加。

4月16日，徽县大河店镇小地坝村村民在高
山撂荒地复耕复种玉米。近年来，徽县加大高
山区撂荒地复耕复种力度，及时落实国家粮食
补贴和野生动物侵害农作物补偿保险，通过土
地流转盘活闲置的撂荒地，因地制宜发展山地
油菜、冬小麦、优质玉米等粮油农作物，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李旭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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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青陇胜农高端牛业智慧

生态科技产业园开工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胡彦军）据
悉，我市本土题材电影《爱在陇
南》4月18日将在全国上映。该
片由甘肃建海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北京鑫福鼎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中共陇南市委宣传部联
合摄制，张建海编剧、导演，李
蓓作曲，张叶玲制片，李帛轩、
俞希雅、李洋、陈雪倩、张鸿
敬、郭苏星、高洪胜等人出演。

《爱在陇南》在康县取景拍

摄，小桥流水、青砖绿苔、曲径
通幽，还有小巧雅致的院落，在
电影中构成了一幅绝美陇上江南
画卷，展现出了陇南和美乡村的
全新面貌。电影讲述一位陇南青
年回乡创业，克服千辛万苦，带
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故事。影
片用动人的故事和饱满的真情，
展现出了社会发展变迁下每个平
凡人物身上的善良、勇敢和
坚韧。

陇南本土故事全新展现

电影《爱在陇南》将在全国上映

两当讯（通讯员高浩东）当
前，正是春季经济林综合管理的
关键期，走进两当县各乡镇的田
间地头，随处可见当地群众和技
术员给核桃树进行高接换优的忙
碌身影。

近日，笔者在金洞乡大滩村
核桃种植园看到，连片成林的核
桃树遍布在整个山坡，农户正在
忙着锯掉老旧的核桃树枝，削
穗、放水、嫁接、包扎等管护环
节一气呵成，现场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景象。
据悉，本次两当县核桃高接

换优工作将以清香核桃接穗为
主，按照“以点带面、点面结
合，示范带动、全民参与”的工
作模式，计划从4月15日开始至5
月15日结束，涉及全县14个乡
镇、工作站，完成核桃高接换优
2万株，培训农民技术人员5000
人次，全力加快核桃产业优质化
进程，为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提供有力产业支撑。

两当县核桃高接换优工作全面启动

本报通讯员 王晓瑜 黄 园

搬出老宅，住上新房，开启新生
活，憧憬新希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让礼县江口镇谢家村群众曾经
的“安居梦”成为现实。近年来，礼
县将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作为
“纾民困、解民忧”的惠民工程，尽
心竭力让群众“搬”出好日子，
“搬”进幸福家园。

笔者在礼县江口镇谢家村生态及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看到，一排
排崭新的独院坐落有序，一条条水泥
路干净整洁，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工
人们正在栽种行道树，整齐明亮的房
子掩映在大树下，一幅美丽宜居的乡

村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乔迁新居，人生大喜。走进搬迁

户马小红的新居中，客厅干净整洁，
沙发、茶几、冰箱等家具、家电一应
俱全，住进新家后，马小红一家的生
活有了很大的改善。马小红高兴地告
诉笔者：“过去住在山上，一下雨两
脚泥，生活也很不方便，并且存在地
质灾害隐患。现在搬到安置点后，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路通
到了家门口，交通也便利了，和住在
城里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觉得生活很
幸福。”

人民群众住有所居、乐其所业，
就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据了解，江口镇按照农户意

愿，采取分类安置方式，对38户群众
进行集中安置，对4户特困供养人员进
行统一安置，1户选择进城安置，1户
自购房屋分散安置。并加大产业扶持
力度，鼓励引导搬迁群众发展主导产
业，着力提升避险搬迁后的自我“造
血”功能。目前已发展养殖大户7户，
牛存栏73头；争取暖棚项目100栋，用
于搬迁群众进行果蔬种植；通过撂荒
地整治300多亩，以备搬迁群众种粮
所需。

江口镇财政所所长王锴说：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江口
镇党委、政府抢抓省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政策机遇，新建了谢家
村避险搬迁安置点，在搬迁过程中

我们通过科学选址、分类安置、配
套产业、完善设施、分类施策等工
作措施，如期让搬迁群众入住新
居。群众搬迁入住后，江口镇积极
邀请县文联书画家，为群众现场创
作中堂、书画、对联，并赠送生活
用品。同时科学谋划了后续扶持产
业，并进一步对搬迁点进行绿化亮
化，让搬迁群众能够住得舒心、安
心、放心。”

礼县：避险搬迁让群众“安居”又“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