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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靳淑敏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
春光灿烂，白龙江穿城而过，和

风吹拂，江面波光粼粼，阳光映照
下，江中鱼翔浅底，江岸草长莺飞。

陇南，是甘肃唯一全境属于长江
流域的地区，地处长江上游嘉陵江水
系分布区域，气候温和，风景秀丽，
资源富集，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
养区和生态物种多样化保护区，也是
长江“十年禁渔”保护链条上的重要
一环。

近年来，陇南按照“一年起好步、
管得住，三年强基础、顶得住，十年练内
功、稳得住”的总体思路，全面推动禁捕
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水域、交界水域
巡查等重点工作，扎实开展“四清四
无”行动，依法打击非法捕捞和违规
垂钓活动，持续巩固禁捕成果，切实
维护好陇南水域生态环境。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三年强基
础”阶段已进入收官之年，陇南禁捕

管理秩序总体平稳，水生生物资源逐
步恢复，不断向好的生态环境为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打下坚实的基
础，水美鱼欢人和的生态画卷在陇南
徐徐展开……

高位推动 “内”“外”齐发

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正式实
行“十年禁渔”，而陇南作为甘肃水
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分布有嘉陵江、
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系，每年
都有67.2亿立方米的水从这里汇入长
江，是省内名副其实的水资源大市，
也是全省实施“十年禁渔”、构筑长
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主战场。

2021年，陇南九县区20个放流点
共放流重口裂腹鱼40.67万尾，草鲢鳙
鱼449.81万尾，大鲵4055尾。

2022年，陇南共放流重口裂腹鱼
32.45万尾，草鲢鳙97.2万尾，大鲵
4284尾。

2023年，陇南共放流重口裂腹鱼

27.53万尾，鳙鱼、鲢鱼苗205.7万尾，
大鲵3039尾……一尾尾鱼儿从这里游
入水中，繁衍生息。

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主战场
责任重大，陇南惟实励新，笃行致
远，全力推动禁捕工作落到地、见
实效。

“持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
‘十年禁渔’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严格落实国家、省长江禁捕各项决策
部署，扛牢长江禁捕政治责任。”自
“十年禁渔”工作启动以来，陇南高
位统筹、高效推动、高质落实，紧抓
全域禁捕工作，筑牢全时段、全覆
盖、全方位禁捕防线，有效保护鱼类
资源、水生生物和水域生态环境。

召开常委会、禁捕工作联席会等
重点工作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境内禁
捕工作，整改优化国家长江禁捕专班
督察巡查反馈问题，强化工作协调和
推动力度；

印发《陇南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境
内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的通知》，

成立禁捕工作领导小组，将长江禁捕
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考核和河长制
考核；

市政府分管领导与各县区政府分
管领导签订《陇南市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禁捕工作考核责任书》，压紧压实
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不断推动长江禁
捕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实……

一套自上而下、协同联动的禁捕
执法监管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形成了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协同、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在向内优化的同时，陇南也不断
向外辐射，多方联动、凝聚合力，为
禁捕工作实效最大化做“加法”。

立足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区位优
势，积极与四川省广元市、陕西省汉
中市长江禁捕办衔接，常态化开展甘
陕川三省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建
立上下游联动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捕
捞、非法销售和严厉查处非法捕捞渔
具制售行为。

（下转第二版）

陇南：守一江河畅水美 护一方鱼欢人和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届中美
旅游高层对话开幕致信。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
45周年。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人民浇
筑，中美关系的大门由人民打开，
中美关系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
关系的未来也必将由两国人民共同

创造。
习近平强调，旅游是中美两国人

民交往交流、相知相近的重要桥梁。
我们热情欢迎美国游客来华旅行，结
识中国朋友、体验中华文化、游览美
丽山水，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希望
两国各界以本次高层对话为契机，深
入交流，凝聚共识，积极行动，以旅

游合作促进人员往来，以人文交流赓
续中美友谊，助力“旧金山愿景”转
为实景。

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当日
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主题为“旅游
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由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陕西省人民政府、美国商务
部、美国旅游推广局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第14届中美旅游

高 层 对 话 开 幕 致 信

本报讯 近日，经兰州海关
所属天水海关查验放行，陇南宕
昌中发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玫瑰茄、桂花、枸杞、陈皮、连
翘等6种13.1吨中药材顺利输往台
湾地区。

陇南市地处秦巴山区，东接
陕西、南通四川，是青藏高原与
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黄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的交汇处，有“陇上
江南”之美誉。独特的地理、气
候条件为诸多农产品、中药材提
供了优质的生长条件。

近年来，陇南市鲜苹果、道
地中药材、核桃及其制品、腌渍
菜等特色农食产品出口持续扩点

增量。为推动陇南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天水海关多次深入辖区
企业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
宣讲海关惠企政策，安排专人为
农食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一对
一”海关政策咨询和业务对接服
务。支持陇南市充分发挥全国
首个电商扶贫示范市的优势，
引导外贸企业由传统一般贸易
向跨境电商贸易方式逐步转
型，出口实现“点量齐增”。
截至目前，陇南市备案跨境电
商出口企业已达21家。今年前4
个月陇南市出口总值1.73亿元，
同比增长41.0%。

（据《甘肃经济日报》）

陇南市出口实现扩点增量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白 杨

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土基产业
路，记者驱车来到与大堡子山隔河相
望的礼县永坪镇左翼山顶，该镇去年
建成的万亩高标准农田一览无余。田
间今年种植的小麦，犹如一层层绿色
的海浪，随风翻滚。

这便是永坪镇城关镇片区规划去
年总投资1500万元刚刚建成的万亩标
准农田。偌大一片农田，让永坪镇平
泉村、刘王村、毛李村、冉城村、团
庄村、下石咀村和城关镇上川村2个乡
镇7个行政村的群众受益。该农田田块
整治8926亩、土壤改良8168亩、修建
排水渠（管）8.9公里、田间道路61公
里、设置耕地质量监测点8个。目前已
建成高标准农田1万亩，种植粮油作物
0.8万亩，做到了当年开工、当年建
成、当年种植。

从2022年开始，礼县计划每年以8

万亩左右的规模开展丘陵山地区无水
源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2023年实
施高标准农田6万亩，总投资9000万
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补助7200万元，
县级配套1800万元，涉及红河镇、马
河乡、盐官镇、永兴镇、永坪镇、城
关镇、崖城镇等7个乡镇31个行政村。
目前全县高标准农田已达到28.4万亩，
占基本农田142.6万亩的20%。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礼县充分
利用地形优势，整山系整流域规划布
局，打破区划边界，打破承包边界，
打破地块边界，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建设，使高标准农田连带成
片，大规模推进，提高了良田种植的
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水平。

在建设高标准农田中，礼县统筹
推进田、肥、路、渠建设，将坡地改
平地，多台变一台，窄田变宽田，路
跟田走、渠跟路走，农肥进田、农机
进田，道路通达率和机械化率达到
90%以上，亩均增产20%以上，使耕地
变“良田”，过去坡耕地群众不愿
种、大面积撂荒，现在修成高标准农
田后群众抢着种。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礼县在充
分保证农户使用权的基础上，放活
经营权，采取村集体合作社统一流
转经营和农户分散经营的方式，提
高良田的经济效益。村集体流转经
营分包给村内其他合作社经营，收
取一定的租金用于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有机
统一。

万 亩 麦 田 翻 碧 浪
——— 礼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种植

本报通讯员 艾 珲

初夏时分，走进成县王磨镇杨
庄村，满眼翠绿，风光旖旎。

村庄内，道路纵横交错，平坦
宽敞，房前屋后一尘不染，整洁有
序；道路两侧，花树繁茂，与色彩
斑斓的墙画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
幅动人的景致；邻里之间和睦融
洽，互助互爱，共同营造出一个生
态宜居、美丽和谐的乡村新风貌。

近年来，杨庄村充分发挥镇村
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汇聚群
众力量，提升群众的认同感、获得
感、责任感，形成了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强大合力。

肖田雨是王磨镇的一名干部，
看到杨庄村里的许多墙面都旧了，
村上资金又有限，自己学过画画，
便自告奋勇在村内画起了墙画。

“团结杨庄”“红石榴”……一幅
幅内容丰富的画让一面面原本单调
的墙有了灵气，传播文明乡风的同
时，也让这里成为靓丽的“打卡点”。

民情直通、民意直达、民事直
办，让“民生”跟着“民声”，让
“民心”汇聚“民力”。

杨庄村通过“支部引领、党群
共建、群众共享”治理模式，以全
面推行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
法为重点，依托民事直说会、主题
党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等，倾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带领
群众从“站着看”到“点个赞”，
再到“一起干”，不断提升村民生
活品质。

“党群服务中心附近一下雨总
会滑坡，既不方便群众出行，也影
响环境美观，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
下？”

群众有诉求，村里就有回应。
杨庄村党支部当即组织民事直说委
员会成员及相关群众代表召开说事
议事会，进行集中商议，并达成了
共识——— 组织党员群众70余人次，
动用机械设备2辆，完成土坎工艺护
坡320多米的修筑，并在护坡上因地
制宜铺了道牙砖，栽植马莲花400多
米，栽植行道树270株。治理改造完成
后，树下有花，路边有景，这里成为
村里名副其实的“小景观带”。

这只是王磨镇持续深化运用陇
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的一个
缩影。王磨镇将继续总结经验、真
抓实干，着力在深化拓展、创新载
体、完善机制、优化服务上下功
夫、求实效，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
上、把实事办到群众需要处，不断
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

向“美”而行提升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张卓宁
通讯员 孙兴悟

为巩固拓展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成果，我市推行“行政复议服
务在一线、政策法律宣讲在一
线、行政争议解决在一线、干部
作风转变在一线”为主要内容的
“一线工作法”，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的突出问题，解民忧、释民
惑、化民怨、帮民难，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行政复议有力量、
有正义、有温度。

行政复议服务在一线

人民群众有所需，复议干部
有所为。改革以来，市县两级行
政复议员坚持在办案一线服务的
理念，认真受理审理涉及老百姓
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养老、
工伤、住房、征迁等行政复议案
件，满足群众行政复议需求。据
统计，2021年以来，我市共受理
审理行政复议案件661件，接到
群众来访1327人次，化解行政争
议652起。市县两级政府推进行
政复议便民工程，建成10个行政
复议服务大厅（便民窗口）、
152个行政复议便民联络点，集
中受理、集中审理、决定行政复
议案件，对复议案件实行“应收
尽收、一口对外”，实现举措更
便民、接待更暖心、受理更精

准、服务更便捷、管理更有效。
市司法局按照“全市通收、全网
通办”目标，以信息化应用为基
础，推广实行窗口“现场办”、
邮寄“不见面办”、网络“掌上
办”，让人民群众少跑路、不跑
路就能实现“掌上复议”“一键
复议”“码上复议”，打通行政
复议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政策法律宣讲在一线

在办理行政处罚、行政给
付、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
强制类复议案件时，坚持在办
案一线为老百姓答疑解惑，将
政策法律宣讲贯穿办案全过
程，以周到、严谨、专业的态
度对待每一起行政复议案件，
助民释难解惑。针对当事人就
案件本身提出的疑问，行政复
议工作人员从法律层面厘清案
件相关问题、明晰法律关系、
释明解决途径、助民维护权
益。市司法局创新宣传形式，
依托各类宣传平台，采取多种
方式，围绕新修订的行政复议
法、行政复议重要活动、典型
案例等，组织开展高频次高质
量政策法律宣传活动72场次，
发挥行政复议便民、高效、快
捷的制度优势，让政策法律既
“入老百姓之耳”又“入老百姓
之心”。（下转第二版）

“ 一 线 工 作 法 ”推 动

行政复议工作行稳致远

武都讯（通讯员王玉娟）近
年来，武都区大力推进智慧林业
建设，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智能
化、精细化的科技手段驱动林长
制创新升级，林业营商环境进一
步优化，林长制赋能“林长治”。

近几年，武都区持续开展
“抓示范、促提升”活动，发挥
“头雁效应”，培育特色亮点，
创建响亮品牌，选树典型经验；
制定了《陇南市武都区全面建立
林长制实施方案》，印发了《陇
南市武都区全面建立林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议事规则》，建立了
《陇南市武都区林长制工作督查
制度》《陇南市武都区林长制工
作部门协作制度》《陇南市武都

区林长制考核办法》等制度规
则，有效保障了林长制工作运
行；同时，设立“生态护林员、
草管员”网格监管体系，将管护
责任细化到具体人员、落实到山
头地块，实现了森林资源“三长
两员”式覆盖；树立区、乡、村
三级林长公示牌，建立林长公示
牌规范管理体系，为推动各级林
长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起到了积极有
效的作用。

目前，武都区建立健全了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林长制责任体系，建立了五
项 制 度 ， 设 立 林 长 公 示 牌
745个。

武都区：

林长制赋能“林长治”

5月21日，技术人员展示机械起垄覆膜。当日，陇南市马铃薯全程机械化装

备技术集成示范暨马铃薯单产提升现场演示观摩培训会在文县尚德镇马泉村举

行。现场展示马铃薯、蔬菜、玉米、稻麦、油菜种植收获等各类农机具40多台

（套），涵盖深松整地、起垄覆膜、精量播种、机械移栽、无人植保、移动脱

粒、田间运输等全程化机械。 本报记者 尚学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