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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工业
领域开展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意义
和主要内容是什么？

高文：工业设备更新是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要领
域，既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工
业基础，又有利于提升企业质效，激
活工业潜力，对于我市推动新型工业
化、促进地域优势工业提级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按照国家、省、市安排部
署，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主要围绕“四
大”行动开展实施，一是实施先进设
备更新行动，主要包括加快落后低效
设备替代，更新升级高端先进设备，
更新升级试验检测设备；二是实施数
字化转型行动，涉及推广应用智能制
造装备，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加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三是实施绿

色装备推广行动，涵盖加快生产设备
绿色化改造，推动重点用能设备能效
升级，加快应用固废处理和节水设备
等；四是实施本质安全水平提升行
动，重点是推动石化化工老旧装置安
全改造，提升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
平，推广应用先进适用安全装备。

记者：请问现在我市工业领域设
备更新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高文：这项工作开展以来，按照
国家、省、市的要求，市工信局着力
建立工业企业设备更新清单台账，在
全市范围内，先后进行了四次摸排统
计，力争应报尽报、应摸尽摸、应纳
尽纳，截至目前，共储备项目135
个，总投资300亿元，贷款需求98.6
亿元，并及时上报省工信厅，争取纳
入全国、全省工业领域的大盘子。同

时，正在对工业企业厂房建设、供电
供热供水供暖、污水处理及水电企业
设备更新进行摸排。

记者：我市将如何推动这项工作
进一步落实落细？

高文：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中
央、省上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
工作安排，持续深化推进工业领域设
备更新，着重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结合陇南工
业发展现状和阶段性特征，围绕企业
所需、所想、所难，研究制定陇南市
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
案或任务清单。二是加强政策解读，
强化政企沟通，做好企业的“娘家
人”，积极开展“政策进企业”活
动，大力宣传设备更新政策，帮助企
业吃透政策精神，促进企业与政策双

向奔赴，鼓励企业紧抓政策机遇，确
保设备更新政策在全市工业领域落地
见效、开花结果。三是抢抓设备更新
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坚持以节能
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
转型、智能化升级为导向，推动生产
设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
新和技术改造，促进全市工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到2027
年，新增数字化车间5个，实施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80个，淘汰一批老
旧设备，推动全市工业生产设备迭代
更新，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市工信局局长高文：

推进工业领域设备更新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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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建芳）五
月蒜飘香，蒜农收获忙。眼
下，正是徽县泥阳镇紫皮蒜大
量成熟上市的好时节，在中集
村、寇庄村等村庄成片的大蒜
田里，蒜农们趁着持续晴好的
天气，抓紧时间采挖、晾晒大
蒜，田间地头到处弥漫着淡淡
的蒜香味。

泥阳大蒜种植历史悠久、
经验丰富，当地产出的大蒜相
较于其他地方有蒜头圆大、气
味醇香辛辣，且耐存储的优
势，深受消费者和广大客商
欢迎。

中集村党支部书记包向红
介绍说：“我们村共188户，
家家户户都在种植大蒜，总种
植面积近300亩，亩产值8000
至10000元。”

“三蒜”产业不仅为泥阳
镇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
入，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
村民通过种植大蒜找到了致富
路子。

地里正忙活着的蒜农高兴
地告诉记者，最近天气好，大
家都在抓紧时间收大蒜，晾干
青蒜里面的水分，才能保证大
蒜种子的品质。

近年来，泥阳镇紧抓“农
业特色小镇”建设机遇，实施
“三蒜”产业振兴计划，大蒜
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群众发展
“三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
断高涨，让“老产业”焕发出
“新活力”，“一种三收”的
蒜产业为群众打开了一条增收
致富路。

泥阳镇把培育壮大“三
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有力
举措，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加
大技术指导，严把质量关口，
使大蒜种植持续成为鼓起农民
“钱袋子”的压舱石，让产业
振兴更有底色、更显成效。

本报通讯员 田兴文

“没想到离开家几个月，家乡的路修得这么
好！”在外工作的张奔奔回到成县镡河乡将利村老
家，看到道路的变化不禁感叹！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成县围绕打造“百
公里”自驾游环线，率先打通了草滩至老庄、双旗沟
至黑沟的断头路，接着又打通了通往陕西略阳县的
省际联网路，连接起了567国道和222省道，一条条
蜿蜒其中的农村公路连点成线，串联起星罗棋布的
村庄，让昔日交通不便的镡河乡有了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络，群众出行条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通了，后期的管护就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发
展需求，镡河乡树立起“以花为媒”、以路为基的发
展理念，全力推动人、景、路深度融合发展，探索出
“美丽公路+就近养护+特色文旅发展”的模式，将道
路建设标准由畅通安全向美丽文明推进。

“现在镡河的路宽了，弯少了，也平坦多了。行
车的安全系数也高了！过去从建村跑一趟县城需
要3个小时，现在快的话还不到2小时。”镡河乡客
运司机段虎强说。

美丽公路的建设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出行
条件，还催生了美丽经济，吸引本地和周边的大量
游客前来游玩，给沿线农家乐、民宿带来喜人的收
入。“这几年，这里的路况好，环境也好，外地游人
喜欢到这里打卡，我们农家乐的生意也不错。有时
候一天十多桌，忙都忙不过来。”镡河村“古渡人
家”农家乐的老板段俊芳美滋滋地说。

近年来，成县以绿化、美化、文化为特色，以绿
化养护为抓手，以挖掘内部潜力、整合养护资源为
手段，有序将具备合理路网的“美丽公路”示范路创
建工作与文明县城创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旅游
发展等相结合，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美丽公路”
已成为全县靓丽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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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辣椒移植的最佳时节，走进西和县六巷乡，农户们忙着运苗、破膜、栽苗、盖土、浇水、移栽。近年
来，六巷乡大力发展特色，实现了“良田、良种、良品”的辣椒种植新模式，让小辣椒成为村民增收的“金钥匙”。

本报通讯员 张旭晖 摄

（上接第一版）要把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
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
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
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
革开放新篇章。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的
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
措，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新征程
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推出一批
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
破。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构
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
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
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
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武都区鱼龙镇：

农业机械化助推产业提质增收

武都讯（通讯员张珂 方孙
立）近年来，武都区鱼龙镇以提
质、节本、增效为目标，通过积极
争取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成
立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
群众购买先进实用的农业机械，大
力推动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
跑出农业机械化“加速度”，不断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全面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鱼龙镇土地肥沃，地形平
坦，土地集中连片，交通便利，
适宜农业机械化作业。在区农业
农村部门的支持下，鱼龙镇申请
成立了2家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社，拥有多台大型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覆膜机、农用无人机、

山地轨道运输车、旋耕机、割草
机、播种机、马铃薯收获机等农
机具和配套农业机械，做到了耕
地、播种、收获等农业生产重点
环节全覆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同时帮助群众扩大种植面
积和规模，充分解放劳动力，辐
射带动本区域的机械现代化水平
和群众增产增收，实现合作社、
群众“双赢”。

鱼龙镇将继续推进主要农作物
全程机械化生产，积极引进、推广
先进的农机新机具、新技术，建立
农机化技术示范基地，发挥以点带
面、辐射带动的效应，不断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助力农业增效、群
众增收。

初夏，康县迷坝乡黑
木耳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
着采摘今年“头茬”木耳。
近年来，迷坝乡采取“电商+
基地+合作社+农户+市场”模
式发展食用菌黑木耳产业，
实现了土地增值、农民增
收、村集体增效的目标。
本报通讯员 豆盼盼 摄

本报通讯员 薛小平 徐 瑞

生于1993年7月的白亚龙，是礼
县永坪镇人，现为礼县秦源御果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2014年
7月，大学毕业后的他返乡创业，通过
10年的不懈努力，成为当地响当当的
青年农民企业家。

2014年，就读于海口经济学院的
白亚龙，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磨砺，毅
然决定回乡创业。自小跟随父亲从事
苹果种植和购销，他就想着如何将礼
县苹果远销到全国各地。当时，电商
行业正悄然兴起，发现商机的他果断
选择从事电商行业。

2017年，他创建了礼县智朗格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农产品通过

各大电商平台销售，并实现电商平
台用户一件代发，超市企业全链路
采购供应服务等。为实现公司更快
发展，他勇于钻研销售之路，同时
还开设了线上服务，如1688批发
网、天猫、拼多多、京东等线上商
铺，使礼县农产品实现了线上各渠
道销售模式，从而实现了产销一
体化。

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相比于
传统、单一的经营销售模式，电商更
具有传播渠道不受限、订单管理效率
高、产品展示范围广的优势。白亚龙
意识到，要想真正发展起来，还需要
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因此，他积极招
募村内产业大户、致富骨干、年轻党
员等人员加入到团队中来，对他们进

行电商培训，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
巧，好让他们尽快熟悉业务流程，走
上电商之路。

2018年，白亚龙成立了礼县秦
源御果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年5
月，开通天猫“陇遇旗舰店”，并
在9月22日当天3个小时销售礼县苹
果50000余单，当天营业额达150余
万元；2022年9月，他积极对接“辛
巴”团队，5秒钟销售礼县苹果28万
单，合计280万斤，并在带货当天营
业额达700余万元；2022年，在他
和团队的努力下，公司引进了现代
数字农业，新建现代数字农业矮化
密植园132亩，同时利用互联网思维
对园区进行管理，切入全网“众筹+
认购”模式，更好地将果树一二三

产业有效衔接和融合。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靠实力赚得一桶又一桶
金后，白亚龙认为不能光是自己创
业致富，要带动大家一起创业致
富，众志才能成城。他所在的礼县
秦源御果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与100多户农户达成“代种代销”模
式，与50家合作社达成定向销售协
议。近年来，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
多位，用工流量达4000余人。2021
年，他投资400多万元新建了1500
吨苹果冷藏保鲜库，吸收农户100余
户，并对这些农户进行统一管理和
培训，切实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知识
和业务技能，为家乡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深耕电商“沃土”的新农人

本报通讯员 王雪梅

加工菌棒、采摘木耳、分拣菌
菇……近日，走进两当县左家乡食
用菌种植基地，几十名妇女正在各
自的岗位上熟练地忙碌着。她们都
是周边村里的留守妇女，通过当地
企业（合作社）搭建的就业平台，实
现了家门口稳岗就业。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
左家乡创新工作思路，强化扶持引
导，将食用菌企业建到家门口，积极
对接打造稳定就业平台，带动当地
的农村留守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
业，拓宽了群众的“致富路”，也铺就
了乡村振兴“快车道”。

“我老公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
老人都由我来照顾，现在每天能挣
到100元左右，上班骑电动车也只
有几分钟，在家门口就当上了‘上班
族’，挣钱补贴家用的同时，又能照
顾家里，很满意现在的工作，我相信
日子会越过越好。”左家乡大庄村

村民李宝红说，自从村里有了企业，
她们的生活就有了底气和依靠。

在食用菌产业基地里，类似李
宝红这样的产业妇女工人有近100
余人，她们分布在加工、种植、采摘
等多条产业链上，真正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

据悉，辖区内的企业（合作社）
每年通过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同时
结合产业用工量需求，采取长期用
工、季节用工、临时用工等灵活方
式，吸纳周边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顾
家、增收两不误。

如今，“忙时务农，闲时务工”
“顾家挣钱两不误”，正成为当地群
众生活新常态。伴随着产业规模的
扩大，左家乡在产业帮扶过程中，积
极探索打造以企带村、村企互动的
产业帮扶合作模式，帮助建设覆盖
面广的产业项目，让更多村民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为当地群众的幸福
生活保驾护航。

两当县左家乡：

妇女在家门口当起“上班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