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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靳淑敏

走进初夏的两当，生态绿廊连绵
蜿蜒，一片片生态林郁郁葱葱，笼盖
四野。

从城关镇因地制宜的云屏林草鸡
“跑道”养殖场，到鱼池乡的“有机
鸡蛋”；从显龙镇“种养结合”的果
园养殖，到站儿巷镇的“分区轮牧、
易地转场”；从云屏镇的农旅养融合
产业链，再到西坡镇“重点养、四边
种、大力带、全覆盖”……

一群群体态矫健的云屏林草鸡，
一个个充满希望的绿壳蛋，一张张幸
福满溢的笑脸，让两当的青山绿水更
显生机，更具活力，更有品质。

作为第六批全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两当县立
足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
依托“八有”山地立体农业新模式，
举全县之力推动林草鸡生态养殖。

十年间，一鸡一蛋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一个个合作社、小群体到
众多群众参与、覆盖全县的大规模，
形成了“以林养鸡、以鸡促林、林鸡
共生”的生态循环立体种养多赢效益
新格局。

2023年，两当县林下放养鸡饲养
量达158万羽，产乌鸡蛋超过1.5亿
枚，产值2.7亿元，户均增收1万元。

优在生态、适于两当、胜在特
色、利于群众的绿色富民“生态链”
渐次铺开。

资源“产业化”
——— 两当县立足生态资源，发展

生态产业，全力推动林草鸡养殖，探
索“两山”转换的优势路径。

在显龙镇野林村“云屏林草鸡”
生态放养蛋鸡示范点，三五成群的林
草鸡漫步在樱桃树、葡萄园内，黑色

羽衣在阳光的照射下乌黑光亮。
“我们引导群众利用有效经济林

下空地发展林草鸡，根据不同水果成
熟的季节，动态调整放养地点，形成
了鸡、树、虫、草、粪生态链的良性
循环。”据显龙镇镇长苟磊介绍，目
前全镇有539户群众养殖林草鸡7万
羽，覆盖率达到83%。

一只林草鸡、一个绿壳蛋，能形
成多大的产业？走进两当12个乡镇2
个工作站，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图景是
最好的回答。

两当地处陕甘川交界的秦岭山
区，森林覆盖率、林木绿化率分别达
到76.37％和87%，均名列全省第一、
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家园。

如何将丰富的生态资源转换为全
县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群众致富
增收的绿色资本，两当一直在解题、
答题，不断实践。

毋庸置疑，资源优势在生态，发

展后劲也在生态的两当，生态产业是
其高质量发展的最佳选择，也是做好
生态产业、全域旅游、美丽两当、红
色福地“四篇文章”的首篇。

“我们的林草鸡产业是‘两山’
转换的优势路径，依托的是良好的生
态资源，产品中蕴含优质的生态价
值，理应走好高品质高端化生态之
路。”两当县委书记郭省军思路
明确。

着眼当下，立足长远。两当念好
“山字经”、唱好“林中戏”、打好
“生态牌”、走好“特色路”，着力
打造“八有”山地立体农业发展新模
式，激活发展动能。

林草鸡生态养殖被列为全县特色
主导产业，通过市场引导、政府主
导、政策扶持、科技服务、品牌创
建、规模发展等具体措施，在健机
制、补短板、强优势、利长远上出实
招、下真功。 （下转第二版）

借“林草”生“金” 为未来储“绿”
——— 两当云屏林草鸡产业发展观察

6月2日，在康县豆坝镇豆坝村，康县金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基地，工人们
正忙着采摘第一茬黑木耳。近年来，康县以木耳产业为主导，采取“党支部+公司+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黄培军 摄

本报通讯员 刘建军 成江涛

  
5月30日，走进成县沙坝镇绿意盎

然的美丽乡村，处处染新绿，村村不相
同，在感受鸟语花香的同时，也让记忆
深处那抹不去的乡情跃然眼前。
  沙坝镇是成县的水源涵养区，
88.5%的森林覆盖率是最厚实的家
底。近年来，该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打绿色生态牌，走绿色发展
路，建绿色家园，实现乡村振兴和绿
美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让广大乡村
变身绿美家园，走出了镇强、村美、
民富、产业兴的高质量发展路。

  一个绿色产业让群众更富足

  “现在是我们开展套袋采收种子
和田间管理的重要时节，每天都有20

多人来基地务工，要持续到9月底淫
羊藿收割结束。在提供务工机会助农
增收的同时，还带动周边30多户群众
种植200多亩。”在桦树村淫羊藿种
植基地劳作的种植大户王丽超说。
  淫羊藿种植产业实现了绿色生态
与富民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在提升
群众发展内生动力的同时，实现“绿
美乡村”向“绿美经济”的蝶变。
  “淫羊藿一年种植多年采收，我
们今年能够采收的淫羊藿达到了100
亩，产量在20吨左右，加上淫羊藿种
子的收入，预计纯收入可以达到100
多万元。”王丽超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今年56岁的桦树村村民姜建英
说：“从淫羊藿基地刚开始建设，我
就在这里务工了，工资是每天80元，
在照顾好家里生活的同时还能务工，

一年能挣1万多元，日子过得很充
实，我们感觉挺满意。”
  淫羊藿只是沙坝镇发展绿色富民
产业的一个缩影。

该镇还立足资源优势，按照一村
一品的思路发展连翘、桔梗、五味子
等中药材8000多亩，栽植核桃3万多
亩，花椒1000多亩，绿色产业发展实
现多点开花、多渠道增收的局面。同
时，围绕中药材产业链条的延伸，引
进企业投资60余万元建成中药材初加
工厂，把中药材产业发展成为绿色主
导产业，实现以“绿”带“美”，以
“绿”促“富”。

  一个绿色梦想让家园更美

  “空地都种上了绿植、花草，非
常好看。”“现在村子里的路非常干

净，垃圾都集中收起来了，再也不好
意思乱堆乱放了。”“村里有了小公
园和广场，我现在经常去那边健身、
跳舞、拉家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了。”走进沙坝的乡村间，村民们喜
滋滋地分享着自己在村里的生活，对
村庄的新变化赞不绝口。
  沿着芦湾村公路行驶，车子在连
绵的青山间蜿蜒前行，满眼的翠绿让
人心旷神怡。行驶至村口，从观景平台
远眺，绿色的山脉如一片波涛起伏的
绿海，清新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芬芳，
白墙灰瓦的房屋穿插在其中，宁静而
美好，如同世外桃源让人神往。
  “推窗见绿、行路成荫、四季常
绿、处处皆景，既是民心所向，也是
我们打造美丽乡村的梦想。”沙坝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刘亮说。

（下转第二版）

成县：奏响绿色崛起乡村振兴曲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在中国工
程院建院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致以热烈祝
贺，向全院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
者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30年
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工程院
团结凝聚院士和广大工程科技工作
者，大力推动工程科技发展，不断攻
克科技难关，建设大国工程，铸造国
之重器，为推动我国工程科技创新进
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工程科技是推动人
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国工
程院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作用，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
工程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
术，强化国家高端智库职能，为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3日上午，中国工程院在京举行
“践行工程科技使命 推进科技强国
建设”院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
议，宣读习近平贺信并讲话。

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程
院成立30年来，坚决贯彻党中央和
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动工程科技
发展，汇聚一流创新人才、产出一流
科技成果、贡献一流咨询建议、打造
一流学术平台，在国家发展进步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丁薛祥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中国工程院要牢记建院初心、传承光
荣传统，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而奋斗的进程中争当排头兵。要当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排头兵，牢牢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
遇，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要当工程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解决好重大工程科
技问题，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
用，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当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排头兵，从国家急
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加强“卡脖
子”技术攻关，力争在重要领域取得更
多原创性突破。要当国家高端智库建
设的排头兵，紧紧围绕具有战略性方
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加强前瞻性、
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支撑党和国
家决策。丁薛祥希望广大工程院院士
带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人生理
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深怀爱
国之心、秉持报国之志、勇攀科技高
峰，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负责人和
院士代表作了发言。

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6月3日。
30年来，中国工程院牢记中国工程科技
界最高学术机构职责使命，聚力科技创
新、汇聚领军人才、建设高端智库、坚持
学术引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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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煜宇

有人说，要了解两当县的历
史，就要去杨店古建一条街走一
走，因为这条古街里，藏着这座县
城的“记忆”。

这条宽约10米、长约718米的南
北走向街道两侧，老屋鳞次栉比，4
棵千年古槐见证古今。

古街道的一砖一瓦，镌刻着过去
的印记，凝聚着悠悠的乡愁，民居古
建和古树均已建立档案，并挂牌保
护，成为两当县文物“活化石”。

在近几年的保护和传承下，这条
历经400多年风雨的古街道，新老业
态并存，被赋予新的生命力。2006年
8月，杨店古建一条街被公布为首批
历史文化名村，同年8月被省政府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杨店古建一条街位于陇南市两
当县杨店镇杨店村境内，自古就是
出甘入陕通川的要塞之地，有“甘
肃东南门户”之称。

据史载，西汉时期曾在这里设
置故道县和固道郡，其城址街道呈

现“井”字状、两纵两横格局，主街
为南北走向，现存遗址保护面积2.6
万余平方米，保存有明清古建35座
123间，其中以“永顺店”“太和
堂”“堆金所”等为代表的明代建
筑17座56间。

自2002年5月以来，两当县曾四
次邀请省内有关专家学者对杨店古
建一条街进行勘查论证。大家一致
认为，杨店古建一条街与天水秦州
区民居属同一建筑时期，虽时代相
同，但其民居风格又与天水有别，
它具有甘、陕、川三省建筑之特
点，对研究甘肃东南部地区古代民
居建筑有着重要的科学、艺术、历
史价值。

专家认为，像杨店古建一条街这
样大面积保存的古代县城旧址，在全
省实属罕见，这条古街的明清古建历
史文化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是
甘肃东南部古民居的典型代表。

杨店镇党委书记苏春云介绍：
“杨店古建一条街已成为两当县对
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我们会发挥其
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区位优势，持续
加大周边人文自然资源的开发，在
保护杨店古建一条街文化资源的同
时，打造品牌旅游基地、休闲娱乐
中心，使古街焕发新生。”

杨店古建一条街：

老街“不老”历久弥新
西和讯（通讯员巩凡）西和县把产

业发展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
兴的根本举措，加快推进农业特色产业
提质增效，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能。

以基地建设为抓手，充分挖掘丰富的
光热水土资源优势，科学制定全县产业发
展规划，持续做优做强中药材、畜牧养殖
和经济林果蔬产业，巩固发展中药材15万
亩、经济林果蔬61万亩、畜牧养殖169万头
（只、箱），建成产业基地106个。

以龙头带动为牵引，新培育引进龙头
企业4家，新增家庭农场153家，“五有”合
作社占比达到61%。民旺马铃薯合作社依
托现代农业产业园良种繁育大棚，建成良
种繁育基地4000亩，生产原原种800
万粒。

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大力开展经济林管护、畜禽养殖等方面
的技术培训，每个村培养3—5名技术带头
人，引领农村产业发展。实施花椒等经济
林综合管护2658亩，对花椒树开展修剪拉
枝、涂白、病虫害防治等管护措施，有效提
高了花椒产业效益。

以联农带农为纽带，不断完善联农带
农机制，千方百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争
取奖补资金1000万元，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400亩。民旺马铃薯合作社常年吸纳务工
30多人，带动2000多户群众实现增收。

西和县将继续把产业发展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强县的根本举措，不
断延伸产业链、做优服务链、结牢利益链、
提升价值链，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提档升
级，助推群众增收致富和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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